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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9_AF_E5_BD_AA_EF_c122_486370.htm 1、法治的昌明，从

律师的奋斗开始。 2、中国的改革就是变法－－几千年莫不

如此??理应更多地听到包括律师在内的中国法律人的声音。 3

、律师永远需要也永远充满激情，所以我提议将律师分为青

年律师与后青年律师，因为律师永远年轻。 4、我们只有清

醒而客观甚至冷酷地看清一个行业，才可能更好地在这个行

业内真正有所作为，才能真正担负起“维护人权、建设法治

；制约权力⋯⋯”的历史责任。 5、法治社会的律师天然成

为“三个代表”：公民私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

音的忠实代表以及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利的忠实代表。律师的

社会地位与执业保障是民主法治进程与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程

度最灵敏的晴雨表。 6、“中国律师业的瓶颈，在于中国律

师社会影响力的低下，在于中国律师声音的不被倾听；律师

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民主法治进程与法律文化传统，律师的社

会评价取决于律师自身修养、行为与贡献。” 7、律师哪怕

睡着了，醒来也要本能的说“我反对！”这体现出律师的职

业精神和价值，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异议精神，体现出私权利

对公权利本能的警惕与反抗，也体现出独立的思想与自由意

志。 8、律师无“才”难以出名，即便出名亦难以长久或深

入；而律师的“名”往往是律师构建“关系”网的基础，提

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础。律师的“才”即律师或团队自身

的修养、能力；律师的“名”即律师得到市场认可并因此具

备的声望；律师的“关系”一般是指与“官场”的关系，与



“老总” 的关系，与各种社会势力甚至黑暗势力的“关系”

。 9、律师的“才”包括律师的专业技能，包括律师人情练

达、世事洞明的智慧，以及高端切入市场的能耐；律师的“

名”包括“知名度”、“美誉度”与“专业度”，要考虑出

什么名，在哪里出名，如何出名；律师“关系”的背后是律

师的社会资源：与官员的关系背后是权力这一最为集中与优

质的社会资源，与老总关系的背后是社会的资金与资本，与

媒体的关系背后是公共舆论，与学界的关系背后是社会认可

的权威，而黑社会亦同样是一种以反社会规则形式存在的社

会公共资源。 10、青年律师在处理关系时要注意两条基本原

则：第一，不要渲染“关系”－除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般私

交不足以解决大问题；第二，不要向当事人明确承诺可利用

“关系”达到某种目标——否则麻烦不断。 11、律师作为专

业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某一领域

的专业人士甚至学术权威，为社会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

产品；二、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社会深刻变革之际，为人

们提供专业的法律乃至法治视角的解读 12、帮助佘祥林、杜

培武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无辜之人都可能

遭受错误刑事追诉而成为社会公众眼中的“坏人”；也许佘

祥林、杜培武们身受刑讯逼供却无力辩白的昨天就是我们每

一个人可能刑讯逼供却无力辩白的今天。 13、律师费是律师

保持职业、人格与精神得以独立的基本保障，是律师社会影

响力的客观标志之一。律师应该理直气壮地扩大自身社会影

响力，堂堂正正地赚取律师费。 14、“律师收费事关这一行

业命运：收费行为的高尚与规范是中国律师提升行业地位、

保持职业尊严的必然要求，收费标准高低应是市场规则与律



师业发展规律之下律师与客户博弈的结果。律师业理当自律

，政府亦应给予必要的信任与宽容。” 15、规范律师收费行

为，在律师收费欲望膨胀的本能与客户乃至社会的容忍度之

间寻求一种平衡是律事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一平衡理应由

市场规律与律师行业规则予以规制。 16、律师为客户提供的

应该是一种专业的服务，这是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过

程中，律师一要有“独立性”，即根据客户需要、实际情况

和专业知识独立作出判断和选择提供给客户，而不是一味迎

合客户的意见；二要有“历史感”，律师的营销与法律服务

都应该是经得起检验的，这样才会有不断的市场拓展。 17、

任何商业的、非商业的风险，最终都将戴着法律的面具出现

；可怕的不是风险，而是面对风险的浑然不觉；法律理应成

为违法者头顶的达摩克斯利剑，更应是合法利益的保护神。

18、舆论集合分散的、个体的意见形成公众的力量，以私权

利对公权利进行制约，这才是法律的思维，这才是法治的思

维， 19、“法治的精义就在于以宪法和法律规制权力的运行

，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免受国家公权力滥用导致的非法伤害

。” 20、“媒体监督权力、揭露黑暗、倡导法治，其实都是

体现着媒体制约权力的属性；而媒体的舆论导向、宣传教化

，则表现媒体作为权力工具的属性；媒体监督的对象应该是

一些‘社会公共资源’，其重中之重就在于最为集中的社会

公共资源－－权力。” 21、“民主理应倾听少数人的声音，

既要少数服从多数，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尤其后

一重含义在中国长期被人为忽视，理应引起应有之足够重视

。” 22、“学者为这个社会提供着一种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的思想；记者记载和传播着史实；律师通过规则的力量对权



力的行使说‘不’——在中国，要坚持思想的自由、传播的

真实和对权力的制约，往往是要付出血与火的代价的－－这

三种人共同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基石，他们是天然的盟友。”

23、国有资产的流失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法律问题，更准确的说是权力与制约权力的问题，

是一个宪政问题。 24、对于律师事务所而言，建立合伙人之

间的沟通机制和律师利益冲突的争议解决机制至关重要，避

免律师间的义气之争和利益之争给律所带来的损失甚至灭顶

之灾。 25、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中这样写道：“那是

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

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

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

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某种意义上，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年代”。而律师职业

，恰恰也正是一份“这样的事业”：这是最光明的事业，因

为我们总在追求自由与权利；这是最黑暗的事业，因为我们

时刻不得不面对着人性的卑劣；这是最高尚的事业，因为维

护着基本的人权；这是最卑鄙的事业，因为律师总被人视为

专为坏人说好话，得人钱财也人消灾；这是最有前途的事业

，因为人们总把律师与睿智与财富相联；这也是最没有前途

的事业，因为腹背受敌的中国律师正受到公权力的打压与百

姓的不信任；这是最有面子的职业，因为律师总需要把自己

最闪光的一面展示给公众展示给当事人；这也是最需要打肿

了脸充胖子的职业，因为再没有像律师这样不得不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职业；这是一份专门为社会防范法律风险的职业，

这同时又是一门自身充满着风险甚至血泪的职业；这是一份



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也是一门充满着挑战的职业。 26、律师

是政治人、法律人与商业人的结合体。律师当然要能赚钱，

但不能灰溜溜地赚钱，要有“感觉”、有“体面”地赚钱；

律师当然要营销，但要有尊严、有专业地营销。 27、在迈向

法治的征程中，我只希望能多思索，多表达，多呐喊。律师

理应有所思索－没有法治思想和法律文化的土壤是不可能有

真正的“依法治国”的；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理应以符

合法律人理性的、内敛而理性的方式有所表达；作为“三个

代表”，律师理应有所呐喊－为自身的权利而呐喊为民主法

治的进程而呐喊??这当然是一种悲壮不应是一种无奈。 28、

“律师兴、国家兴”是一种浪漫；“国家兴、律师兴”是一

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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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