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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律师》 为本书作序时，正值我国纪念现行宪法颁布

实施20周年的日子，恰逢全国第二个“法制宣传日”来临的

前夜。 此时此刻，自然而然要想起律师。因为律师首先来源

于宪法，又在宪法的睛空下致力于法律服务之道，醉心于依

法治国之路，为权利而斗争，为正义而奔走。没有宪法，自

然就没有律师；没有律师，自然也就没有宪政。有宪法而无

律师的历史是不堪回首的，无律师而有宪政的国度是不可想

象的。正如“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法律未必有法治”的道

理一样，不言自明。 《如何成为律师》一书的清样摆在我的

面前已有不少时日，但我却一直难以拿起笔来表达我对这个

题目的兴奋和兴趣，抒发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和向往。因为

律师，是一个难以界定和概括的概念和定义；它既可以是一

种制度，也可以是一个饭碗，还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个人。江

平教授说：“一提起律师，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弱者呐喊，

向强权抗衡’的高大形象，自然会想到‘无拘无束多自由，

谈笑之间黄金来’的潇洒形象，自然会想到‘凭三寸不烂之

舌而挽狂澜于倒既倒’的智慧形象，自然会想到‘挑战权利

，抗衡权力’的民主形象。”这时的具体指向是人。 作为一

个常常幸福地自诩为给中国12万律师服务的“打工仔”，我

本人无疑对“律师”这个字眼乃至由这个字眼引申出去的一

系列概念倾注了一片深情。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作了这样真

情的表述：“从没有一个职业让我如此向往，从没有一个行

业让我如此此动情，从没有一个群体让我如此牵挂！”有鉴



于此，我对律师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对律师业的现

实和难题，对如何成为律师，律师究竟能干什么，做一个律

师应做好什么样的准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说更有

体会更有发言权。 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

专家学者，还是工农兵商，都会对“律师”有不同的概括和

评价。展现在我眼中的“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

先，律师是一个职业。既然是职业，自然就不能回避它首先

是一种谋生的手段。15年12次“律师资格考试”的实践

和2002年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的探索，无不从一个侧面表

现和说明了这一点。为此，律师业也渐渐成了一个人人渴望

跻身进去挑战一番的黄金行当，一种个个希望抓住机遇拼搏

一回的利好职业。于是，报名参考人数从1986年的万余人上

升到2002年的36万之众，律师队伍从1979年的200多人发展

到2002年的12万之多。可见，不管律师事业如何发达，我们

都无法回避大多数人的谋生愿望和择业动机。 其次，律师是

一个行业。作为行业，自然会有其运行规则、规章制度、保

障体系、管理模式、监督机制、办事机构等。我国律师制度

恢复重建20多年来，律师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管理模

式越来越科学，管理制度越来越规范，管理体系越来越完善

。可见，不论对律师怎么定位，但律师这个行业的社会影响

和作用确已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所以，“律师”也由一个

空洞的名词发展成了洋洋十万大军，律师的管理也已由一种

自发的个人管理发展成了自觉的行业管理。有人说过，“一

个人执业需要奋斗，两个人执业需要合作，三个人执业需要

管理。”这是有道理的，由职业到行业，没有管理就不成其

为行业。 再次，律师是一个专业。无庸讳言，律师是一个专



业性很强的职业，一个职业化色彩很浓的行业。但是，专业

，只有专业才是一个律师的基础和源泉。从广义上说，这个

专业就是法律，也就是一个律师应具备的法律背景、法律知

识、法律信仰、法律智慧；从狭义上讲，所谓专业就是覆盖

在法律的天空下，不断涌现的分门别类的需要律师提供服务

的客体，于是就出现了刑事辩护、民事代理、经济仲裁、投

资谈判、证券期货、资本运营、反倾销、房地产、公司上市

、企业购并、股份转让、税务策划、高科技、知识产权等大

大小小精而又细的专业分工。所以说，律师是靠专业吃饭的

，是以专业取胜的。不论你是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什么年龄什

么背景的律师，都需要明确专业定位，打造专业品牌。 最后

，律师是一个产业。现在，中国律师业发展到今天，从业人

员已达12万人，执业机构已有1万余家，业务收费已超80亿元

。纵向比较之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但横向比较之后，我

们又不得不对别人取得的成果羡慕不已：英美国家的一家律

师所的业务收费就胜过全部中国律师的总和。所以，有人认

为在中国，律师能否成为一个产业还有待观察和实践。我以

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律师成为一个产业是一个必然趋

势。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产业的概念应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

概念。经济上，固然要有一定的指标或指数，但律师的产业

化除了本身的经济发展指标，还应包括律师在市场经济中发

挥的巨大作用及由此带来的重要影响；政治上，则强调律师

参政议政的前途和途径，要求律师能早日有效地进入国家决

策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从这个

意义上说，律师最终应该成为一项事业，一项值得奋斗终身

的事业。 在解决“律师是什么”之后，我们就应该真正了解



“如何成为律师”的条件和前提了。其实，这个问题就不用

我再费笔墨了，因为展现在你面前的这本书已经回答了一切

，回答了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向律师之门所经过的路。它

告诉你律师“看上去很美”，但却很艰辛很艰难天堂与地狱

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它告诉你“律考”或“司考”都

一样难考，但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只有垫高门槛才

能规范律师队伍；它告诉你做律师没有学历万万不行，但有

了学历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律师学习的背后是用力地学习，

用心地付出；它告诉你要做一个有魅力有能力有实力的律师

，不要做一个谁也不找你不请你不用你的律师；它告诉你要

成为一个好律师，要创业、勤业、敬业、精业；它告诉你规

模化大所与专业化小所一样，都是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

，应对WTO的挑战而作出的选择；它告诉你找一个好律师和

找一家好律师事务所的秘方和妙计⋯⋯ 结合本书，我愿意提

出五个前提条件和要求与大家共勉：要成为一个律师尤其是

成长为一个好律师，应具备一种能屈能伸的品格（道德标准

）、一种能进能退的思维（思想标准）、一种能文能武的智

慧（知识标准）、一种能内能外的协调（沟通标准）、一种

能长能短的表述（口才标准）、一种能快能慢的叙述（写作

标准）。也就是说要敢于思考、善于沟通、勤于学习、精于

研究、勇于创新、长于协调。要诚信立业，用心执业，规范

从业。因为律师实际上是一个军师、设计师、医师、教师、

协调员、导游员，是法律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律己

之师，所以律师要当专家、出大家、成行家、敢当家，要有

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要有战略家的深谋远虑，要有企业家的

独挡一面。 的确，律师不是一个最赚钱最自由最潇洒的职业



，但却是一个最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挖掘你的无形潜能的

职业，是一个最具自律性的行业，是一个最有挑战性的专业

，是一个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是一项最有成就感最有挑战

欲的事业。 小平同志生前曾告诉我们，中国有50万律师也不

算多。你想成为这50万精英中的一员吗？你想接受一次挑战

吗？你想参与一场竞争吗？ 那就请你翻开这本书吧！ 絮絮叨

叨，拉拉杂杂，无非是让你看看这座“律师之门”，从而让

你早日推开“律师之门”，踏进“律师之门”。 阿门！什么

门？“律师之门，天堂之门，地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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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