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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女儿，未言先泣的柳女士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慈父：

“对公家的事讲究，对自己的事抠门；对公事非常认真，对

家事非常细致；对孩子一视同仁对母亲一往情深；有时非常

刻板，有时又非常幽默。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工作这么忙，

但我们小时候所有的家长会，他都要亲自去；他工作这么杂

，他却记得嘱咐我们国外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做事；他工作

这么累，但他却始终对母亲关怀备至：情人节，早上起来，

他会第一个跑去买花送给妈妈。弥留之际，他握着妈妈的手

最后说出了三个字‘我爱你’⋯⋯。”⋯⋯ 生前，柳谷书最

喜爱这样一副楹联：仰卧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今天，

生者告诉逝者，82年的法律人生，你没有遗憾，也没有惭愧

； 今天，逝者告诉生者，82年的人生春秋，我有爱无悔，有

喜无怨。 逝者已去，我们生者应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中

国002号律师的法律人生谨以此文祭悼柳谷书同志 柳谷书，一

个响亮而无法忘记的名字，一位独特而颇为传奇的人物，一

种高尚而极富魅力的风范。 东奔西走的磨砺，南来北往的开

拓，总是忙忙碌碌的身影，照旧风风火火的步伐，不断攻关

拔寨，不懈排难解纷，这既是他人生追求的成果，也是他艰

苦创业的写照。所以，对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来

说，他是开创者；对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来说，他是开

办者；对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来说，他是开拓者

。 然而，2003年9月5日凌晨2时22分，他那不知疲倦的生命



在82岁的台阶上划上了休止符，但他多彩的人生却在生者与

后人面前愈加显现出辉煌和炫目。 一种风光无限的人生。 一

种风彩依旧的人生。 仿佛，柳老还在我们身边；好像，柳老

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似乎，柳老还在继续他的法律人生⋯⋯

起 1921年，柳谷书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资本家的家庭。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就在这片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在这样宁静

祥和的书香门弟家庭，柳谷书开始了他的少年生涯。 然而，

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华大地的铁蹄打碎了他们一家宁静的生活

。抗战爆发后，由于家乡沦陷，他独自流亡到了苏北，再辗

转来到了上海。然后，在当时仍是法租界的上海，继续高中

学业。其后，在中国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1940年考进了上

海大夏大学，主修经济专业。其后，在中国银行任职。在旧

上海的十里洋场，目睹旧中国的黑暗的他，深受革命思想的

影响，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系列进步活动，迎来

了新中国的诞生。 一个豪情满怀的青年人，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和专业知识投入了党的怀抱。承 1949年，按照组织安排，

他随军代表来到了北京，参加了新中国人民银行的接管工作

。尔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热潮中，他又被调到了东北地

区，并在哈尔滨市工作了两年。回北京后供职于华侨事务委

员会，随后又转到了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1965年，便在贸

促会的法律部担任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后来担当中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

同志。1957年律师制度被取消后，这个法律部是中国唯一对

外的法律机构。 由于他长期在国内从事法律、知识产权的工

作，为此曾获代表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的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大会。从那时开始，陆续接触了国际上有关方面



的人士。到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时，司法部按照申请先后

顺序批准的中国第一批律师名单，任建新与柳谷书分别获得

了中国第1号与第2号律师的雅号。转 1984年，正值改革开放

之初，时任中国贸促会法律部副部长的柳谷书已年过60，该

准备退休了。这时，香港一位叫黄金富的企业家几次写信给

当时的有关领导，希望内地在香港成立一家从事专利服务的

机构，以适应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信最后送到了贸促会

领导的桌上。派谁去呢？领导的眼光落在了柳谷书身上：他

曾于80年代初几次赴欧美考察专利制度，还曾作为观察员代

表中国列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于是，

这年3月，精力充沛的柳谷书怀揣贸促会给的80万港币，带领

三个年轻人，风尘仆仆赶赴香港筹办中国专利代理（香港）

有限公司，应了古人“六十学打拳”的说法，柳谷书开始学

习经营专利代理这项新业务。然而，创业的艰难是今天的我

们无法想像的。“当时，我们很节省，不舍得乱花国家的钱

。在华润大厦借了两间房，每天上、下班连6角钱的车费都舍

不得，经常靠走路。一次路过一家西饼店，看到橱窗里摆着

奶油蛋糕，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买一块尝尝。”很多年后

，柳老深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生活。谈起这段往事，很多人

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一次下雨，柳老手下一位叫杨凯的年

轻人怕雨水浸坏了皮鞋，光脚在街上走，引来不少香港人奇

怪的目光。 在艰苦创业中，柳谷书充分抓住了《专利法》颁

布的良机。他和几位同事在香港举办了20多次讲座，向当地

法律界、工商界人士讲解中国专利法。他一下请来了当时的

中国专利局局长赴港讲演，并将讲演制成录像带出售。此举

颇受当地人士欢迎，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名声



也随之传开。 1985年4月1日，《中国专利法》正式生效。当

天，在香港申请内地专利委托的有800余件，其中600件指定

柳谷书主持的中国专利代理（香港）公司代理。一年后，国

内共受理此类委托4000件，柳谷书及其公司受理了其中的一

半。此后几年，柳老与他的同事先后为香港著名商标“维他

奶”申请到内地商标专有权；为“金利来”排除了商标侵权

麻烦；柳谷书还接受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委托，及时制止了广

州某公司筹建“东方迪斯尼”的计划；受美国IBM公司委托

，保护了其在内地的商标专有权。 1991年，年逾70的柳谷书

退休回到内地。短短6年，他创办并任董事长的中国专利代理

（香港）有限公司资产从最初的80万港币升至5亿港币。 退休

后的柳谷书，仍然闲不住。在香港工作的几年，他深感内地

的律师制度亟待改革，于是，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司法部

注册的律师，他与国家专利局退休的原副局长沈尧曾等人

于1992年10月创办了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举备受海

外瞩目，有海外媒体称：中国终于出现了一家与国际接轨的

合伙制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就在这时，一件事使柳老本可

以高枕无忧安享晚年的命运出现了转折：1992年12月，时任

司法部部长的蔡诚找到柳老说，司法部在香港的中国法律服

务（香港）有限公司缺个掌舵的人，您又是这个公司的创办

人，再出来干几年吧！ “办自己的事务所，虽然是白手起家

，但毕竟是自己的事，而且前景还好。然而想为国家做点事

，就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他选择了后者，他深知再次赴

港不是享清福，而是重新创业。 再赴香港，今非昔比。第一

次赴港，柳谷书两眼一抹黑。此次赴港，他已与香港律师界

、工商界许多的上层人士成为老朋友。凭借这些优势，到港



后他就主抓公司业务的拓展与深入。为此，他走了几步棋：

第一步是完善了香港委托公证人加章转递工作。这是法律公

司的一项重要业务。开始，内内外外都有人反对，当时的司

法部部长指示：这是香港公司在当地的公司行为，由董事长

柳谷书决定，内地政府部门不干预。他参照当地公证律师的

收费标准，适当提高了法律公司在此项业务上的收费标准，

使公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在保证公司有正常、健康的财务

运转的同时，柳谷书始终强调：我们公司不是单纯的经济实

体，除了完成本职的法律服务外，还要为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团结香港法律界，为香港平稳过渡做出贡献。有人只

看到他创办事业的经济效益好，称他为企业家。然而真正了

解他的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为国为民办事的法律家、开拓

者。合 其实，柳谷书再度出山还有一个重要设想：为年轻人

带路，并将其视为自己律师生涯中接受的最后一项“委托”

，因此必须出色完成任务。 6年后，柳谷书功成身退，又一

次回到了北京的家里，享受天伦之乐。6年前，他接手这家公

司时，公司租用华润大厦办公楼，办公面积仅有100平米，等

他离开时，公司已在港岛中环统一中心购买了一层办公楼，

办公面积扩大了6倍。除经济效益外，在香港还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此外，公司的年轻人也已逐渐成长起来了，队伍

也兵强马壮了。 此时的柳谷书，似乎对香港繁琐而艰苦的创

业仍存有一份执著及美好的记忆。他说：“我就是做我应该

做的事情，我不计较别人说的好与坏。当然，有人不赞成我

的意见，但是只要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我就认真地去做。” 

后来，他获得了其属下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员工

赠予的银色纪念盘，上书：“柳谷书董事长香港创业十周年



纪念。”每每看到这个纪念盘，他就感慨万千：“没有改革

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柳谷书。我是邓小平路线的受惠者。” 

今年初，柳沈律师事务所迎来了十周年庆典，在鲜花和掌声

中，柳老按过全体员工赠送的银盘，上面写着：前河一开，

万川奔流，这八个字暗含着对今日“柳沈”发展成果的无限

感慨，更深切地表达了大家对柳老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前瞻性

的钦佩与敬意。如今的柳沈，正如柳老当初预见，事业蒸蒸

日上，已是拥有170余人的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型知识产权

律师事务所。喜 1973年，作为我国派出的代表，柳谷书出席

了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1979年3月，联合国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商标注册条约会议”，当时

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法律部副部长的柳谷书又以观察员

身份代表中国列席会议。该组织总干事鲍格胥请他转告中国

政府领导人：欢迎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

专利制度。 此后，联合国几次出资邀请柳谷书赴欧美各国考

察专利制度，为中国制订专利法和建立专利代理制度提供借

鉴。回国后，他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涉外代理专利制度

的设想，并建议在香港开设专利代理公司。他的建议受到了

中国专利局与贸促会的重视。此后，在为中国第一部专利法

、商标法的起草与实施中，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由于众所

周知的原因，在1978年以前，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视还很

不够。中国长期没有加入到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行列中去

，既不能制止对别国专利、商标、版权的侵权行为，也不能

通过法律和国际惯例去追究他国对我国的侵权。 然而，谁也

无法否认的事实是，1979年当时鲍格胥博士对中国提出的三

点希望：一、中国修改商标条例以适应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



公约；二、建立中国的专利制度；三、加入联合国知识产权

保护组织和巴黎公约。现在，这三个方面已经全部实现；不

是仅仅修改商标条例，而是颁布了单行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商

标法；通过了中国的第一部专利法，并建立了专利和专利代

理机构，还制定颁布和实施了著作权法；中国不但参加了联

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而且加入了保

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柳谷书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事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成绩喜人。怒 1997年初，港英

当局为制造事端歪曲中资机构，在报刊上大肆渲染中国法律

服务有限公司不在香港律师会按“法律执业者条例”注册一

事。他们绝口不提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

在10年前已依法注册执业，而港英政府在1994年自行修改上

述条例，要求所有外来律师都在律师会再进行专业注册为“

外国律师”。我们多次与港英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出有关

外国律师登记注册的规定，不应涵盖我们中国律师。 而港英

当局一意孤行，不理我方意见。一时间香港报刊、广播铺天

盖地矛头直指我公司，什么“中资有法不依，给香港法制带

来阴影”，什么“警方已开始调查”云云，大有山雨欲来风

满楼之势。 强烈的民族感在柳谷书胸中油然升起，他说：“

我是中国人，在香港谁也不能让我们做外国人”。香港平稳

过度的大局更使他冷静地思考应采取何种对策解决问题。柳

谷书向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汇报后，征得司法部指示，按不

失原则、低调处理的策略，决定亲往香港律师会对话。柳谷

书面对律师会会长、副会长说：“你们要我做外国律师，这

给我出了难题。从我年轻时就知道，香港是被英国人抢占的

。这是中国领土，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在香港即将回归时



，要我们变成外国人呢？更何况十年前我们已依法注册，这

十年来一直依法服务、依法纳税，深受港人欢迎”。由于争

取了律师会的合作，香港立法局专题讨论我公司注册问题的

会议上，律师会陈爵会长面对“民主派”的反对，提出修改

法律执业条例提案，即将“foreign lawyer”中译文改为“外来

律师”。鉴于香港律师会态度的转变，后经司法部批准在我

公司架构下组建了合伙制的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并已以非

香港律师的名义递交了注册律师事务所的有关材料。 这场风

波的平息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办与司法部正确领导下

取得的，同时也离不开在第一线指挥者柳谷书的审时度势、

周密安排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忧 与外国人打交道，柳

谷书是专家，更是朋友。他就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中，既坚

持了原则，又发现了问题。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深入的思考，

他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许多中肯、科学而有效的建

议。 他曾参与了两次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的谈判：一次是1991

年底到1992年初在美国讨论有关化学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另一次是1995年春在北京举行的有关对版权保护的谈判。美

方认为，中国对版权尤其是光碟、录相带版权的保护不够。

但柳谷书认为，其实我国近年来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不容否认的是我们在保护措施上有不足之处。 保护措施不

足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机构设置上不完善，即专利商标和版权

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商标由工商管理局下属商标局管理，专

利由专利局管理，新闻出版署属下有版权局，不同机构在管

理同属知识产权的问题，至于各省也有相应的局处。但工作

人员不足，没有力量了解各地出现违例的情况问题，管理效

力自然减弱。如果中央有统一的管理知识产权的部或总局，



每个省也有统一的分局，这就可以有强有力的管理。可见，

这与体制有关。 为此，柳谷书建议，应将国家的知识产权保

护机构进行调整，把分散的机构合并起来，成立中央强有力

的统一管理机构。这样，便于与国际接轨，如联合国和不少

国家也有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发生问题时，可以对等

谈判解决。 庆幸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柳谷书忧得有眼光

、有效果。他的建议一一得到了落实，化学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专利法》的修改中得到了反映、知识产权学院的建立早

已不是新闻，知识产权庭的设立在法院则成了旧闻，知识产

权管理机构的规范也已初战告捷。 可以说，身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柳谷书先生通过自己的努

力与开拓，在不断地弥补遗憾，也在不断地改写忧虑。 人生

，因为有了遗憾，才有了追求的动力； 人生，因为有了忧虑

，才有了奋斗的压力。爱 有一位名人说过，热爱是人生的老

师。 因为有了热爱，人才有激情； 因为有了热爱，人才有深

悟。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属下，不管是对爱人还是孩子，柳谷

书都敞开胸怀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一片爱，一片感人至深的爱

，一片动人落泪的爱。 更不用说，他对工作的爱，对事业的

爱，对完善中国法制的爱。 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完善是柳老的

理想，他竭尽全力为法制建设献上一份力量。中国政法大学

反映经费困难，柳老决定创立教育基金，捐献500万元人民币

，作为发展法学教育专用。最高人民法院要创办全国法官培

训中心，柳谷书决定赞助500万元人民币，使培训中心基建工

程得以完工。 柳谷书在征途上从未停歇，达到一个目标后，

接着又树立下一标杆，向下一个高度进发。70多岁高龄的柳

老每天上午九时到达办公室，开始紧张的工作，接谈一个接



一个，签署文件、查阅财务报表⋯⋯，劳累使病魔侵入身体

。1996年开始每月都发烧。在香港，各种常规检查都做了，

查不出原因。他也只是在实在撑不住时休息一两天，稍感好

一些又来上班。有几次发着高烧打完针，满脸通红又出现在

办公室接待客户。终于因便血躺倒了。回北京全面检查，结

果是直肠癌。消息传来，人们焦灼不已。为怕影响他的治疗

效果，仅告诉他是患直肠息肉。手术过后十分顺利。他在病

床上仍和来探视的司法部部长，以及同事们谈着公司未来的

工作打算。身体稍一恢复，又动笔修改论述中国律师在两个

不同法域的纽带作用的文章。司法部领导关心他，希望他多

休息。可是一出院他又登上返香港的飞机。他放心不下那里

的工作。到香港行李未打开，柳老就关心询问公司工作，同

事们见了急在心头，忙劝他休息后再说。当晚，家人们一合

计，认为如不将病情告之，他又会像过去一样不顾健康。于

是决定把病情对他实说。柳老听了，不以为然，幽了一默：

“原来到了阎王爷门前走了一趟”。他只稍休息了两天，又

精神抖擞走进了办公室，并通知全体职工开会。他自己宣布

病情，并布置公司工作构想。 无论是在专利代理公司，还是

在法律服务公司，抑或在柳沈律师事务所，柳谷书始终坚持

并要求做到“委托人就是上帝”的服务理念。他说，只有真

心实意、全面到位地为委托人服务，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公

司才会赢得信誉，也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业务开拓急

需公司形象的树立。柳老说：在香港从事服务业，门面是体

现实力的，是对客户的尊重。我们自己需要提倡节俭，不铺

张，但门面要按香港规矩。1993年公司从原本两个单位合用

的1千尺办公室搬到3千尺办公室，实现一个律师一间办公室



。两年租期满，又迁至近1万尺的办公室，使公司形象大为改

观。 谈起这位老领导老上司，他的副手他的属下似乎有说不

完的话，念不完的情。 远在欧州现供职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

织的王正发、现已加盟美国一家律师机构的李传杰、仍坚守

在港深之间为知识产权业务奔波的杨凯、现担任中国专利代

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石小梅女士、刚刚从中国法律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的庄仲希、曾担任中国法

律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近又被深圳律师代表直选为会长

的徐建及多年的老部下任红总编（北京法制报）、王殊主任

（原北京办事处主任），对柳老给予的爱时刻感铭于心，对

柳老的教诲总是言犹在耳。 王正发：“我与柳老30多年的交

往，他给了我4个字，那就是热情、真情⋯⋯。” 作为柳谷

书先生的同事和朋友，全国律协的老会长任继圣用了一副楹

联对他作了精确的概括：“一身正气一生创业，两袖清风两

代栋梁。” 杨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住在香港西环艰苦的

日子，更忘不了柳老带领我们创业的幸福时光⋯⋯。” 石小

梅：“专利代理公司凝聚了柳老的心血和汗水。” 庄仲希：

“今年他老人家过生日时，他在北京，我们在香港；如今，

他在里头，我们在外头⋯⋯。” 徐建：“当了他这么多年的

部下，从来没给他送过什么东西，他也从来不收我们任何东

西。但我始终忘不了，我女儿满月时，他到我家来送给我女

儿一个价值千元的大金牛⋯⋯。” 任红：“他经常告诫我们

这些中层骨干，永远不要手心向上，要学会自力更生⋯⋯”

。 王殊：“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可爱又可敬的老头，他每天回

家必与夫人握手的感人举动，足以让我们这些小字辈汗颜⋯

⋯”。 李传杰：“要不是他敢做善做，专利公司就不会有那



么大的发展⋯⋯。” 柳传杨是柳老先生最小的女儿，未言先

泣的柳女士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慈父：“对公家的事讲究，

对自己的事抠门；对公事非常认真，对家事非常细致；对孩

子一视同仁对母亲一往情深；有时非常刻板，有时又非常幽

默。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工作这么忙，但我们小时候所有的

家长会，他都要亲自去；他工作这么杂，他却记得嘱咐我们

国外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做事；他工作这么累，但他却始终

对母亲关怀备至：情人节，早上起来，他会第一个跑去买花

送给妈妈。弥留之际，他握着妈妈的手最后说出了三个字‘

我爱你’⋯⋯。” 所以，柳老先生对他的4个儿女的影响不

仅是点点滴滴，更是一生一世的。长子柳传志是一位名人，

但说起父亲依旧泪流满面：“父亲一直工作忙碌，所以我们

相聚时间不多，但往往在关键时刻，都能给我重要的教诲。

我们家从不为物质的东西发生矛盾，却常常为怎么干好每个

人的事业发生争论。⋯⋯” 2003年9月15日，北京八宝山。 

柳谷书同志追悼会在这里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同志

来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来了，司法部张福森部长来了

，老部长蔡诚来了，老朋友来了，老同事来了，老部下来了

，他们从美国、从欧州、从香港、从深圳、从广州、从上海

赶来，从北京的不同方位赶来，来看柳谷书同志最后一眼，

来为柳谷书先生送行，来与柳老先生最后一次谈心、最后一

次商讨、最后一次交流⋯⋯ 生前，柳谷书最喜爱这样一副楹

联：仰卧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今天，生者告诉逝者

，82年的法律人生，你没有遗憾，也没有惭愧； 今天，逝者

告诉生者，82年的人生春秋，我有爱无悔，有喜无怨。 逝者

已去，我们生者应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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