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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都知道金庸，都看过金庸的小说，也都知道金庸笔下

的“九阳神功”天下无敌。但有谁看过律师笔下的“九阳神

功”？没有吧，那就赶快来拜读“吕大侠”的“九阳神功”

吧。律师的“九阳神功”你要练好了，也可以成为“天下无

敌”的第一高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律师久了，

想起少年时读的金庸、古龙们，觉着这律师的职场竞争，倒

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纷争有得一比，而律师的成长与那些勤

练功夫的武林少年成长之路也有异曲同工之趣。但凡武功高

手，均离不开高深的内功修为，不乏精妙的外家功夫，且多

有称手之兵器相助。律师的成长亦然：但凡优秀律师，必然

“内力深厚”，具备精湛的法律素养、人文修养与人格魅力

；必然“功夫高强”，谙熟社会经济、权力之运行规则，具

备相当的职业能量与社会影响力；必然擅长使用“兵器”，

尤其是掌握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内功”篇 律师的“内功

”：律师的人生境界 金庸笔下内力之强，当首推佛家“九阳

神功”，然此等神功亦有不同层级之分，譬之若律师之境界

倒不失贴切与生动： “九阳神功”第一重----知识的境界：

都说“知识就是财富”，但为什么学富五车的高材生我却远

不如一个知识远不如我的家伙那么有钱呢？这也许是很多人

心中的困惑。其实知识本身并不等于财富。法学院的学生在

学校里可以学到很多课堂知识，对法学的理论、法律的体系



有一定了解，知道很多关于法律的知识，有的还具备了相当

丰富的知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就是对一名律师法律知识的

检验，但是知识本身只是一个储备、一个基础，这个时候其

实只是具备了成为律师、创造财富的基础，所以我们说这是

律师的最初境界。律师法规定公民年满二十三周岁才能开始

从事律师业，这个年纪也正是大学生毕业经过短时期的训练

开始接触律师职业的时期。通过司法考试后要求有一个实习

期，这个时期的律师往往选择给资深律师做助理，其实也正

是律师开始将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九

阳神功”第二重----技能的境界：具备较系统的法律知识，取

得律师资格成为一名律师，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磨练，开

始掌握处理法律纠纷法律事物的基本技能并以此为当事人提

供法律服务，也开始创造财富----知识只有与具体的信息相联

系才能解决具体问题，知识只有转化为技能才能服务于社会

才能创造财富----技能是知识与财富之间的桥梁，也是做律师

的第二个层次。这个阶段，律师往往仍处于一个给其他律师

做助理或开始独立执业的时期。具备一定法律技能的律师，

如果缺乏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作为依托，仅凭自身的法律技

能，尚不足以非常顺利地执业，生存的压力依然残酷地存在

，容易产生诸如“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的焦虑与困惑。 “九

阳神功”第三重----经验的境界：亦可称之为能力的境界。随

着处理法律事务的不断增多，技巧被一再运用逐渐熟练，具

备了处理矛盾的经验可以熟练高效地解决法律问题，财富的

创造和积累随之更上了一个层次，律师开始不必为自己的生

计担忧，有了相对稳定的客户群。这个时期的律师经过多年

磨练开始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相对成熟的执业领域，作为



律师的社会影响力也开始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内开始提升。

这样的律师属于称职的律师，他们构成了律师界的多数与中

坚力量。与这样的律师相处，会令人感受到他们的职业修养

与敬业精神，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能力与修养上信任。 “九阳

神功”第四重----智慧的境界：律师在熟练处理法律事物、具

备了相当的经验以后往往容易止步不前，其原因往往在于经

验的积累使他们满足于熟练地处理某一类或者某几类法律事

物，不注重知识与技能的不断更新，其作业方式也多满足于

与法院等有关部门沟通关系，与同事尽可能的拓展客户。达

到这个境界的律师应该算的上是非常合格的律师，其财富积

累也可以让他们维持一种稳定而有尊容的生活。绝大部分律

师都只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律师具备

明确的价值追求、坚定的信念以及审时度势的远见和不懈的

努力，通过他们的执业生涯，通过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公共

事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倡导与实践民主法治的理念

，从而具备相当的社会影响力。这样的律师，与之相处时人

们往往会被他们的职业素养所折服，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吸

引。这样的律师应该是优秀的甚至是卓越的律师。 “九阳神

功”第五重----哲学的境界：这应该是律师的最高境界。达到

这种境界的律师，他们视律师事业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们

为彰显法治、维护人权、制约权力而奔走呼号；他们深刻理

会并身体力行作为一名律师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职责；他们

为解决社会纠纷、提供法律服务而孜孜不倦甚至殚精竭虑。

他们的生命已经和所追求的律师事业融为一体。这样的律师

也许不能打赢很多官司，也许不能为自身创造足够的物质财

富，但这样的律师的存在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律师最高的价值



追求与境界，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追求法治的精神楷模，

其杰出者如施洋、如张思之、如江平。某种意义上，律师是

这个社会理性的不同声音的代言人，注定要发出与权力不一

样的声音；律师是这个社会公民权利的代言人，是以公民权

利制约公共权力的代言人，注定要让权力的掌握者在行使权

力时感到不那么方便，不那么“爽”----而这一切，也正是律

师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外功”篇 律师的“外家功夫”：律

师的社会影响力 律师不享有任何权力，律师的职业权利集中

表现为一种表达权、请求权或话语权。律师的“外家功夫”

也就是律师以其执业行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行为以及作

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一员影响社会的综合社会影响力，体现为

一种“职业能量”，集中取决于三点： 其一，“说（做）什

么”？也就是要求律师所说的必须言（行）之有据----有事实

与法律依据；必须言（行）之有理，逻辑要严密并符合法学

的原理；必须言（行）之有度，利于法律事务的妥善处理。 

其二，“怎么说（做）”？也就是律师的言行一要符合认识

事物的客观规律，要能帮助法官或其他相关人员建立有利于

自己的“内心确信”，认同律师所提供的材料与观点。二要

符合审判等有关权力的运行规则，包括显规则与潜规则，要

知道如何在权力运力的各个环节，找出自己权利救济的途径

，使自己的意见能为法庭或相关机关、人员所采纳。 其三，

“你是谁”？不同的律师显然具备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成功

的律师既要具备执业的高超法律“能力”，也要具备整合各

种社会资源、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能量”。 律师既要通

过执业行为丰富社会关系增强影响社会的能力，也要积极参

与社会政治生活提高影响社会的能量，还要作为自由知识分



子通过各种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

兵器”篇 律师的“兵器”：律师的语言“杀伤”力 显然，语

言是律师最重要的“兵器”，律师当然必须具备高超的语言

运用能力，不仅要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必须

得“能说会道”。但律师的“能说会道”显然不是喋喋不休

、巧舌如簧，也不应该仅仅是锋芒毕露、侃侃而谈。律师的

“兵器”也有高下之分，如武林中人手中的利器，体现着律

师不同的职业素养与“战斗力”： 其一，“能说得出来”：

是说律师要敢于把心中所想说出来，要敢于面对权势，把维

护当事人权益的意见表达出来，不能因为私心，因为畏惧权

势不敢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不敢形势自己应尽的职责。这

也是对律师能力与职业道德起码的要求。“能说出来”，可

谓律师“初入江湖”的第一把“武器”，多用于训练及防身

，战斗力极其有限。 其二，“能说得清楚”；能说清楚的前

提是对案件的法律关系、证据、法理及法律依据有一个准确

、清晰、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用准确、简洁的语言（最

好是法言法语）明明白白的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让别人能

够听的清、听的懂、听的明白。这是对律师职业素质的基本

要求。“能说清楚”，应该是律师在经过某一“门派”的正

规训练后开始掌握的“利器”，虽可用于实战“杀敌”但“

功夫”尚显平庸。 其三，“能说得精彩”：律师要善于驾御

和运用语言，要能做到语出惊人，妙语连珠，让人欣赏，令

人折服，使人印象深刻。精彩的语言往往最能展示律师的职

业能力与风采，迅速给法官、当事人、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说得精彩”是一名律师举止、修养、能力等综合素质的集

中体现，也是律师开始成为“武林高手”的削金断玉的“宝



刀”，具有极高的“杀伤力”与“战斗力”。然而刀剑锋利

是一柄双刃剑，操作不当伤己亦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

下，“能说”往往是一个中性偏贬义的字眼；而律师无论对

于权力掌握者还是当事人，往往都处于一种“低位”。常识

告诉我们，处于“高位”者本能地不喜欢听到“低位”者过

多的言论，即使是精彩的言论，有时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

果，甚至适得其反。 其四，“能说得得体”：律师的智慧要

求律师懂得如何说服他人，懂得对于不同对象表达的方式与

分寸，懂得在不同场合表达的尺度与态度，使人在不知不觉

中逐渐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律师应该谙熟权力的运行规

律，清楚可以在什么环节以什么方式影响决策者决策，使事

态向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向发展。一句话：能说不如会说，说

得“精彩”不如说得“得体”。这种“得体”体现着律师“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智慧，如杨过之“重剑无锋”却所

向披靡。 律师“能说会道”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说”：

优秀的律师同时也总是具备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律师，这种有

社会声望与影响力的律师的出现本身，即让信息受众心中产

生一种重视甚至期待，很容易注意倾听这样的律师的意见。

此时，律师通过证据的展示，通过法条的规定，通过法理的

阐释，无须多语，即可使受众在其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形成律

师所希望他们形成这“内心确信”。而且因为这种确信不是

律师“说服”的，而是自己内心一步步主动形成的，所以更

具说服力。“无言”的境界，正如内功深厚的高手，寓大道

于无行，中正纯和而不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拈花飞叶，

莫非利器，以其修养气势令人折服，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若《天龙八部》少林寺神秘僧人以目光连“杀”慕容博与萧



远山。 若“北乔峰、南慕容”----品行与心胸决定了一个是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个则不过沽名钓誉之小人。可见，做

英雄仅有武功高强是不够的；同样，做律师仅有业务能力也

是不够的。 做律师，先做人；做好律师，先做好人----这是

律师“内功”、“外修”与“兵器”能否造福于社会之根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吕良彪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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