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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中的律师智慧》 一部书稿搁在我面前，竟从夏天搁到了

冬天。 一个难题摆到了我眼前，竟从初夏摆到了初冬。 一篇

序文从当初的诺言变成今天的文字，竟从夏日写到了冬日。 

这部书稿就是展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古典名著中的律师智

慧”，书稿的主人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律师。 这个难题

就是这位叫做杨培国的山东律师给我们出的：我国古典四大

名著与律师职业有何关系？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刚刚

萌芽的律师文化有无关系？通过律师“断章取义”的四大名

著与我们眼中的四大名著有何区别？ 这篇序文就是我在杨培

国律师的盛邀之下作出的承诺。但承诺之后我即刻就有些后

悔。后悔自己承诺得过于匆忙，过于草率，过于大胆。因为

我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精品四大名著没有作过深入研

究，对底蕴深厚的四大名著与现代律师职业之间的关系没有

作过比较研究，对从四大名著中究竟能够发掘出多少对律师

文化有关的营养元素没有作过实证研究。 尽管如此，我还是

决定接受挑战，看看律师眼中的四大名著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于是，我一字一句、一章一篇地读完了这部书稿，读完了

这部别具一格的“律师版”四大名著。于是，我从夏天拖到

了冬天，从夏天读到了冬天，从夏天写到了冬天。 说起四大

名著，大凡中国人，不论男女，也不论老少；不论财富多寡

，也不论文化水平高低；不论身居大江南北，也不论客居异

国他乡，都不会感到陌生，似乎都能说个大概，好像都能讲



个明白。最近，相继传出要再版重拍四大名著的消息，也足

以证明四大名著的影响力、生命力及国人对其的热捧度。 据

我所知，将古典四大名著与律师职业真正挂起钩来的事情好

像还没有过，但杨培国律师做到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杨培国律师是吃螃蟹的天下第一人；所以，杨培国律师的

发现，让我们眼前一亮；所以，杨培国的探索，让我们对古

典四大名著的理解又打开了一扇门，推开了一扇窗，展现了

一片新的视野。 是他，将梁山泊与律师事务所、梁山好汉与

执业律师拉到了一起；是他，将《三国》里发生的故事与律

师演绎的故事系到了一起；是他，将《红楼梦》里的管理模

式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实践连到了一起，是他，将《西游》

的团队结构与律师的团队建设拼到了一起。 我们说“水浒”

，看梁山好汉，都没想到108个好汉与律师文化建设之间还有

什么关系；我们讲“三国”，看历史变迁，也没料到天下英

雄与律师人才培养之间还有什么关联；我们看“红楼”，进

大观园，绝没想到王熙凤的管理与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之间

有什么联系；我们读“西游”，走西天，更没料到既可爱又

调皮的孙悟空与律师专业发展方向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一切

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联想，杨培国律师都想到了。他想到了

，是因为他发现了；他想到了，是因为他思考了；他想到了

，是因为他研究了。 于是，他对发现的现象进行了思考，他

将思考的成果变成了研究的方向，他为研究的心得总结成了

一本书。 这就是一个律师眼中的《古典名著中的律师智慧》

。 一部《红楼梦》，让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清朝的由盛转衰

，政治学家从中看到了官场的明争暗斗，经济学家从中看到

了商场的尔虞我诈，文学家从中看到了诗词歌赋、经史子集



，建筑学家从中看到了民居官宅的巧夺天工，植物学家从中

看到了花草树木的勃勃生机，医学家从中看到了救死扶伤的

道义责任，音乐家从中听到了优美动听的乐曲，美术家从中

尝到了美味可口的山珍海味⋯⋯于是，《红楼梦》渐渐成了

“红学”。 其他三部名著也是如此，尽管未必成“学”，但

其魅力丝毫不让“红楼”。我们同样能在“西游”里看见佛

学，在“三国”里看到了军事，在“水浒”里看到庙堂之高

与江湖之远⋯⋯ 那么，杨律师在四大名著中看到了什么呢？ 

在这部书里，他告诉我们，律师在四大名著中能够看到管理

的智慧、看到发展的智慧、看到决策的智慧。 在杨律师的眼

里，可以从梁山泊的“替天行道”看到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建

设，从“大碗吃肉、大口喝酒”看到律师事务所的利益分配

，从108位梁山好汉的依次排名看到律师事务所的权利分配，

从梁山泊接受招安，看到律师事务所战略决策的选择⋯⋯ 在

杨律师的眼里，可以从“桃园三结义”看到律师事务所的组

建，从刘备的“三顾茅庐”看到律师事务所怎样招揽人才，

从“三英战吕布”看到律师事务所的团队建设，从“天下英

雄，使君与操”看到律师“跳槽”的基本道义，从“既生瑜

，何生亮”的长叹看到律师事务所的人际关系，从“天下大

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看到律师事务所百年品牌的创建

⋯⋯ 在杨律师眼里，可以从王熙凤的岗位责任制看到律师事

务所的科学管理，从贾探春、薛宝钗的承包制看到律师事务

所的专业管理⋯⋯ 在杨律师的眼里，可以从唐僧的背景与内

功看到他与一个名副其实的CEO有多大的距离，从孙悟空的

个性与专长看到他是一个适合做诉讼业务的优秀律师，从猪

八戒的心思和特点看出他不适合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



沙和尚的人品和负责看出他是一个可靠忠诚的执业律师⋯⋯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有28年，俨然一个即将进入而立之

年的青年人：有了一些知识却还深感功底太浅，有了一些成

绩却还不足以炫耀，有了一些基础却还需要不断积累，有了

一个中意的对象却不知是否已经到了谈婚论嫁、是否还应当

停留在谈情说爱和花前月下的时候⋯⋯ 的确，我国律师业在

人数上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规模，在机构上已经登上了一定的

层次，在效益上已经迈上了一定的台阶，在形象上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品牌，在水平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

怎样进一步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能否大踏步发展，近几

年来则一直拷问着年轻的中国律师业，考验着我国的律师管

理人员和执业律师。 怎么办？ 除了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增

强硬实力之外，大力发展软实力、努力提升软实力、着力巩

固软实力，就成了我国律师业的头等大事。 什么是软实力？ 

简而言之，软实力就是文化。 那么，文化是什么呢？律师文

化又是什么呢？ 美国一位学者曾对“文化”作了一个颇具参

照意义的概括。他说，所谓文化，就是一种历史和习惯、一

种期望、一种态度或理想、一种语言、一种信任、一种环境

。按照司法部的初步定位，律师文化就是指律师的价值取向

、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等等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在我看来，律师文

化还可延伸为弘扬正气、聚集人气、显示朝气、营造和气的

传统和习惯、理念和意识、环境和氛围、追求和目标。简而

言之，就是为了强化职业认知、行业认同、事业认识。所以

，有人总结说，当今美国的强大，并非因为其经济实力，也

非因为其军事实力，而是因为其文化实力。我们不难发现，



美国的文化实力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个国家，渗透到了全球

各色人种。所谓“言必称美、行必看美”，说的就是美国的

文化，谈的就是美国的文化影响力，看的就是美国的文化软

实力。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拥有雄厚的文化底

蕴、抱有优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我国律师业要获得科学发

展，就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取收益。有人说，看

一个团队，看一项事业，眼前要靠机遇，发展要靠领导，实

力要靠其人才，未来要靠其文化。对我国律师业来说，有了

文化，才有进一步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才有大踏步发展

。有了文化，才有律师事业的代代相传，才有律师同行的心

心相印，才有律师管理的息息相关，才有律师形象的面面俱

到。 本书作者杨培国律师是一位对传统文化有研究、有思考

、有发现的思者与行者。他把他的发现、他的思考、他的研

究与当今中国律师业、与他本人从事的职业，作了有效而有

益的嫁接，使传统文化与律师文化之间形成了有思想的对接

和有意义的联结。同时，他又以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

文化的理解，丰富了律师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过去，他曾将

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与律师谋略有机地连在了一起，并为

此出版专著《律政赢谋36》；今天，他又将四大名著与律师

文化有机地联到了一起；未来，他还准备将什么与我们的工

作实践联结在一起呢？ 我们有理由、有信心对他的探索、对

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各位读友，我知道，你们可能都读过四

大名著，但你们肯定没有读过律师眼中的四大名著、律师解

读的四大名著，尤其是没有感悟到在律师眼中看到的四大名

著的智慧光芒。 如果您想换一个角度看四大名著，如果您想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律师，如果您想找一个新的角度看传统



文化与律师文化的传奇嫁接，那么，就请您打开这本书吧！ 

在本书中，您将看到杨律师根据传统文化提出的命题，依据

律师工作提出的课题。更重要的是，他以文化力为我们解决

的职业难题和管理困惑。 是以为序。 注：杨培国律师现执业

于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曾著有《律政赢谋36》一书（山东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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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