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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4_BB_80_

E4_B9_88_E6_98_AF_E6_c122_485353.htm 什么是法律职业人

的安身立命之本？ －－兼评《律师专业思维与写作技能》（

上册）和《律师写作训练和典型案例》（下册） 在现有体制

下，怎样使法学院教育与法律职业更好地衔接，被传统教育

体制下“生产”出的毕业生们怎样尽快地适应职场需要。而

广大的法学毕业生、实习律师和年轻律师等大批法律职业人

，现实使他们迫切地感到“知识”储备的不足。这一切都归

结为这样一个问题：法律职业人如何安身立命？ 法律是一门

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而对于立志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

务所工作的人来说，除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素养之外，法律

职业技能，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 法律职业尤以专

业思维活动为内在核心和基础，外化为写作、谈判、辩论等

多种法律职业活动的技巧和能力。其中，当以思维和写作为

最。《律师专业思维与写作技能》（上册）和《律师写作训

练与典型案例》（下册）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首

先，本书作者对于法律思维作出了如此总结：“就同一法律

事实和法律关系，普通人的思维过程犹如‘放烟花’，关注

重点游移不定。而律师习惯使用‘围棋盘’，严谨和有序；

判断商业交易是否可行，客户喜欢采用‘结婚’思维，而律

师还要关注如何‘离婚’；判断同一案件，法官思维形象如

大象，讲求公正和平衡；律师思维似狼，不断突破框架，寻

找甚至创造新事实和证据。”其次，作者对于我国目前关于

法律文书的研究仍然大多停留于表面、或泛泛而论，知识介



绍与案例分析脱节等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指

出，法律文书是法律职业人对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客观现象背

后各种法律关系的提炼以及解决方案的总结，它的目标只有

一个：就是解决实际问题。该书沿着“实践为上”的思路，

从深入总结专业思维特点和法律文书的最小单元??字词开始

，循序渐进地上升到文书框架、叙事线索、段落安排和句子

技法等层面，全面覆盖各种法律文书写作技能和典型案例，

足以帮助读者收获实用和生动的实践经验而非枯燥抽象的写

作理论。 对于在法律职场中苦苦摸索、打拼的年轻职业人而

言，也许会看到通向成功的路不只一条，但不论你采取何等

“迂回”策略，还是稳步前进，最终，你都要面对客户的“

慧眼”的考察，都要靠你自身的真功夫去获取成功。这种真

功夫从何而来？除了自己的思考外，善于参考和借鉴其他人

的实操经验不失为一条捷径。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市面上

已经有一大堆文书范本、模版、指南之类的书籍，读者不缺

范本，缺的是范本背后的东西－－文书写作思维和具体技能

，与其给初学者提供一大堆不知就里的文书模版，倒不如提

供一本小而精的经验之谈和真实案例，尽管可能不太成熟甚

至有错误，但至少它来源于实践。”作者倾其10年的工作经

验总结而成的这本“经验之谈”，相信能够给年轻的法律职

业人非常好的借鉴。 《中国律师》2008第三期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