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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议我国律师业的变与不变???? 日理万机、高瞻远瞩的市委书

记抽空走访律师事务所，这对律师来说，肯定是一件拍手叫

好而鼓掌欢迎的事情。更让律师感动的是，市委书记不仅自

谦“不知深浅”，说是对律师工作“比较陌生”，还用了三

个“没想到”表扬和肯定了这家律师事务所。他说，没想到

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条件这么好，没想到大家的精神状态这么

好，没想到律师们如此彬彬有礼，很有内涵。 这是2003年年

初发生在江西省新余市的一条新闻，一个喜讯。 市委书记叫

洪礼和，曾任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并兼任省围棋协会会

长（1999年金秋时节，第三届全国律师围棋大赛在江西南昌

举行时，他还曾代表省领导到会讲话并盛情款待了所有参赛

代表）。他走访过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叫姚建律师事务所，这

是一家旧貌换新颜的老所，也是一家重新焕发出生机并正崭

露头角的新所。 现在，尽管洪书记已经走上了省领导的岗位

，但律师们却觉得离他很近。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忠告和

希望，更没有忘记他的“三个没想到”给他们带来的动力和

自信。因为，他们有信心“做得到”。事实上，他们已经 “

做到了”。他们做到了他们自己追求的“执业理念”，他们

也做到了他们自己设定的“办所宗旨”。 这一切，要感激“

变化”，要感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变化”，要感激

我国律师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 新近市场上出现了一本

注定要与前些年堪称洛阳纸贵的的《交锋》一样畅销叫做《



变化》的书，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它告诉我们，在过去

的13年里，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这种变化；今

后，我们还将经历更大的变化。 本书的作者叫凌志军，乃《

交锋》作者之一，一位从业25年有余的新闻工作者。据作者

称，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3年，增删5稿。显然，这是一本

对“变化”倾情倾力关注，却又将“变化”进程完美定格的

书。 诚如作者所言：“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

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

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他认为，1990年至2002年的中

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他的笔下，这13年大脉络格外引

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

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

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

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

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祟拜，进

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其实，这13年来最大的“变化”

就是产生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出现了我党80多年历

史上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的盛况。所以，

那位过去30年来38次来到中国的叫做基辛格的美国老人，以

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诫世界上100多家媒体，不要低估了“三个

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于是，西方媒体称，这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

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 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

与时俱进”。 党在“与时俱进”，国家也在“与时俱进”，

人民也在“与时俱进”。所以，20多年来，我们首先告别了

个人崇拜，我们又告别了计划经济崇拜，后来，我们还告别



了所有制崇拜。每一次告别，就是一次“与时俱进”，就是

一次变化，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有人说，21世纪是变化的世

纪，在这个世纪，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不断的“变化”

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明的灵光、民

主的魅力，法治的希望、政治的震憾力和历史的穿透力。在

这些“变化”中，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渴望，对明天充

满了希望和幻想。因为，“变化”就是改革，就是发展，就

是开放，就是进步，就是调整和重塑。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只是21世纪的“变化”更

大一些更猛一些。然而，从哲理上讲，任何事物就像镜子一

样都有两面性。既然有“变化”，自然也应该有一些不变的

东西。不变的是什么呢？是追求，是信仰，是精神，是公平

和正义，是法律与规则。 北大学生说：“一切在变，一切在

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对正义的追求；

一切在变，一切在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就

是对司法的信仰。”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则说：“

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

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

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

，因之构成诉讼。”本来，法律一经公布实施，便成铁律，

不再变动，然后上下一体遵行。但是，变与不变的矛盾，过

去与今天的难题，现在与未来的矛盾，就不得不通过诉讼，

交给法官来解决。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认为，立

法就是总结已往，司法则须面对当前。言下之意，立法就是

将“变化”的变成不变，司法就是解决变与不变的矛盾和难

题，发现“变化”中的不变，总结不变中的“变化”。“变



化”是社会转型，“不变”是固有规律。 作为20世纪70年代

末开始恢复重建而不断改革并随之而来发生“变化”的产物

，中国律师业的确经历了日新月异甚至是一日千里的“变化

”：从区区几百人到洋洋十万大军；从单一的不到二百家国

办所到形式多样的万余家国资所、合作所、合伙所；从完全

依赖行政级别、依赖行政编制、依赖所有制模式到主动依赖

市场、依赖客户、依赖资源；从不敢“下海”做律师到绞尽

脑汁、千方百计考进律师圈；从10余万的“律考”规模到30

多万的“司考”盛况⋯⋯ 随着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我们

律师业还会不断发生“变化”，不断进步和完善。目前，我

们首先要做好“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的工作。所谓拓展，

就是改革和发展，就是要努力拓展业务领域，拓展服务方式

，拓展组织机构；所谓规范，就是管理和提高，就是要规范

市场主体的资质条件，规范法律服务的市场秩序，规范律师

管理机关的管理行为。拓展和规范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

是相辅相成的。可以预计，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拓展和规范

将是我们律师业的不变工作主题，而拓展和规范又将给我们

律师业带来无穷的“变化”和无尽的魅力。 洪书记用“三个

没想到”对江西姚建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好评，而江

西姚建所则用“三个不变”向市领导作了很有效很漂亮的汇

报。 江西姚建所的同仁们认为，律师体制改革后，律师事务

所的所有制关系变了，律师个人的身份关系变了，但人民律

师的要求和内涵不能变，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不能变，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要做到

三个不变，首先应注重的就是律师的个人道德品质和道德修

养。所以，一个好律师首先应当是一个正直、善良、诚实、



信用的好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实的文化底蕴

，严格的职业道德标准，良好的服务理念，优良的服务质量

，恪尽职守，忠于法律，主持正义。 尽管姚建所的业务创收

还无法与大城市的同行相比，但他们“做到了”“心怀天下

道义，弘扬浩然正气，捍卫人间真理，维护社会公平”的执

业理念；尽管姚建所还没有形成国内知名的品牌所，但他们

提出了一个足以保证他们成为品牌所的办所宗旨：“以德为

渊，荟萃优秀人才；以法为业，创建百年老所；以信为本，

打造优质品牌”；尽管姚建所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上升势头

，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使命，也始终没有忘记“三个

不变”蕴含的追求和信仰。 我们整个律师业又何尝不是这样

呢？不变的永远是根本、是基础、是前提，变化的则永远是

改革、是发展、是创新。诚信为本，拓展与规范也是本；改

革求新，发展创新，拓展与规范，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创新。

创新，既有理念创新，也有制度创新，所以，我们要不断“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律

师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既是拓展法律服务的内在要求，

也是规范法律服务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要按照十六大提

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

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不断坚持和完善“两结合”

律师管理体制。当前，要抓好律师管理的“两个分开”和律

师协会三级架构的管理体系建设。同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律师定位上能否创新，组织结构上怎样创新（如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的试点），服务领域上如何拓展，律师管理上怎

么规范，执业环境上怎样完善，执业机构上如何改革等一系

列难点、热点、焦点问题。然而，不论怎么改革，不管如何



创新，我们律师的使命不能变，律师的信用不能变，律师的

本质不能变。中国川剧中有“变脸”绝技，世界电影中有《

变脸》大片，但在我们律师业绝不能出现“变脸”律师。 “

不变为本，求变为新”，这既是变与不变的哲理思考，也是

笔者编辑《一位市委书记的“没想到”》和《一家律师事务

所的“做得到”》之后的评说以及由此而来的感慨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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