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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律师文化是律师之所以为律师的文化标记，包括对律师权利、使命、伦理、思维方式、

执业技巧等方面的共同观念。律师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规则化的手段，使律师文化为业界所共同体认，

使得律师真正成之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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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律师文化的探讨引

起主管部门和业界的关注，主管部门要求大家把律

师文化作为一项课题来研究，并对该课题研究的内

容作了大体规划!，说明律师界的共同体意识增强

了，开始思考虑律师之所以为律师的文化标志问

题，开始了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的体认之旅。

一、 律师文化的界定

主管部门将律师文化的定义作为该课题研究的

基础任务，说明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短

时间内很难形成一个令业界能够接受的定义，笔者

只能以描述的方法，从律师文化与人类文化整体的

关系的角度，为律师文化划出一个边界而已。律师

文化是律师之所以为律师的文化标记，包括对律师

权利、使命、伦理、思维方式、执业技巧等方面的

共同观念。

（一）律师文化是有边界的，不是 “律师 ! 文

化 " 律师文化”

一个律师在他的律师生涯中可以掌握很多文

化，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办公环境可能很有文化底

蕴，但并非都是律师文化的反映，换句话说，在一

个律师个体、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律师行业身上

体现出的文化中，有一部分是律师身份的标记，属

于律师文化，另一部分则可以为全人类所共有。比

如，一个律师看到一个蒙冤受屈的刑事被告人，会

产生侧隐之心，办错了案子会深感自责、执业中遇

到司法腐败、权力滥用会义愤填膺，也会以法律为

武器，最大限度地据理力争为他争取无罪判决，会

阻止该被告人或其亲属采取法律之外的不正当手

段， “以恶制恶”，对被告人或亲属反映的情况保

持一定的 “合理怀疑”，并用证据去查实，在这些

活动中，前三种行为体现的就不是律师文化，而是

普遍的人性，属于人类文化的反映，因为孟子云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是人就会有此三端，否则就无异于

禽兽，属于人之为人的文化标记，此三者不足以区

分律师和常人。由此我们认为，律师的粗俗行为，

可以被斥之为 “有知识没文化”，但不能由此认为

他身上没有体现出 “律师文化”。

（二）律师文化的主体是律师

律师是律师文化的承载者，这里的律师应指的

是律师职业中人，是个整体概念，它排除了每个律

师的个性，律师文化正是这个抽象的律师身上的标

记，是整个律师职业中人的共有的东西。从这个意

义上说，律师文化是中性的，不可以说名律师身上

体现出的是先进的律师文化，默默无闻的小律师身

上体现得是落后的律师文化，甲律师声名狼藉体现

出的是律师文化的糟粕，乙律师素有清誉，体现出

律师文化的精华。

（三）律师文化体现于律师执业活动中

一个律师在首先是生活中人，其次才是职业中

人。承认律师文化的主体是律师，这里的律师应该

是就作为职业中人的律师，而不是作为生活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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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作为理性人、法律人的律师，不是作为性

情中人的律师。而职业中人、理性人、法律人的一

面，一般体现在执业活动中，否则就多多少少有点

职业病了，尽管这也很常见，所谓 “三句话不离本

行”对于律师也适用。

二、律师文化的特征

（一）精英文化

在英美国家，对抗制的诉讼模式、成熟的法治规

则，普通法的传统，使得律师制度特别发达，人们对

律师也十分依赖，使得律师成为 “民主社会的精英、

贵族”。对法律知识的垄断，在法治社会中不可替代

的角色，使得律师面对大众保持着一种自负与优越，

我行我素。不但律师自视甚高，对于民众的意见不

予理睬，一门心思的为当事人牟取最大利益，也为自

己争取最丰厚的佣金，而且大众也对律师爱恨交加，

律师职业成为最吃香的职业。在日本诉讼的专业化

程度达到了当事人听不懂，难以置喙的程度，律师更

加不可替代，其优越感、精英意识更强。可以预计，

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法律越来越复杂，尤其是许

多针对特别领域的特别立法、行政立法，使得律师也

难以应付，事实上在法典化国家，法典的象征意义将

逐渐大于实际意义，许多案件涉及专门的领域，需要

特别法来调整，法典法只能作为一种指导原则，人们

对律师的依赖必将继续加深，律师文化的精英化趋

势，律师面对大众时的优越感、独立特行将更加强

化。人们面对律师，就像病人面对医生，沟通的象征

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尤其是刑事案件，辩护律师

不但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确定达到目标的方法，

而且可以确定通过辩护达到的目标。

（二）自在性

律师文化是随着律师业的兴起，自发形成的，

不是人为建构的，市场、律师、制度三种因素互相

作用，形成律师业的生态系统，律师文化就决定于

生生不息的律师生态系统。市场需求是律师职业产

生的根本原因，市场机制调整着律师职业的生生不

息的演化，律师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主体，也是市场

需求的产物，律师即为市场而生，自然按市场的规

则行事，因为提供的是法律服务，因而是法律人，

又因为要以市场规则提供，又是生意人，在市场的

作用下，律师即要 “谋其道”，又要 “利其器”，

最终 “谋其食”，道是 “正义”，正义是法律的根

源，一切法律规则都源于正义的追求， “器”是实

现正义的手段，即法律规则和利用法律规则的技

术， “食”是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律师交易之

后所得的利益，律师的活动将 “正义”的追求与

“利益”的追求融为一体， “义”与 “利”交融。

制度则表现了律师行业自治的制度和国家对律师的

管理制度，前者是律师业兴利除弊，自发的维护律

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后者表现了国家期望律师能

够发挥在法治社会的作用，并缓解律师这个精英团

体与民主社会的关系紧张，强化 “义”在律师职业

中的地位。在这三种机制此消彼长的作用下，就形

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律师文化，尽管也有变化，但这

是自发的、自在的演化，不是外部力量所附加的。

（三）利益文化

律师工作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利益计较的技

术，每一个案件都会涉及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的

相对人的利益，律师自身的利益，律师的工作就是

以按照法律的要求，为委托人、也为自己设定预期

的利益，并以法律的手段实现。比如在诉讼中，就

是在原被告的利益纷争中，是利益的天平最大限度

的倾向于委托他的当事人一方，没有明确的相对人

的情况下，就是尽量及时地、最大化的确认委托人

的利益，是潜在的相对人早死觊觎之心。在律师与

委托人的关系上，就是追求双赢。

（四）规则至上

法律规则是律师工作的手段，也是律师安身立

命的根本。无论律师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律师提

供服务的内容，都是由规则规定的。离开了这些规

则，律师相对于大众的优越地位就荡然无存，律师

面对各种不当干预就只能徒叹奈何。

（五）权利本位

现代法治社会是权利本位的社会，法律终极的

关注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律师的使命就是维护人

权。从某种意义说，律师正是这种权利本位的受益

者，首先，律师执业的权利，本身也是一种公民

权，同时大众的维权需求是律师职业产生的根源、

也是律师职业发展的动力。律师的法律服务，就是

强化民众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并消除个体权利之

间的冲突。由此体现出来的律师文化也打上了权利

的烙印，它不但为律师设禁令，消除个别律师的不

当行为对律师生态的败坏，更为律师合法执业大开

绿灯，提供保障，理直气壮的对抗各种不当干预、

抵御系统外的激情冲击。



第 ! 期 ·!"·

三、律师文化建设

（一）体认先行

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明确律师文化建设的

目的，律师文化建设并不是要我们建设一个如何新

颖、如何特色的新文化，而是将隐藏于琐碎的律师

业务中的文化显现出来，为业界所自觉体认。律师

文化就像水，律师是鱼，鱼得水而生，却不知水的

存在，我们的目的是让鱼儿认识水，不是把水都换

成可乐。其次，明白建设律师文化的途径，首先要

对律师文化有所体认。认识了律师文化的自在性，

我们就不会去闭门造车的把一种不相干的 “先进文

化”，强加于律师之身。认识了律师文化是律师之

所以为律师，区别于他人的律师，我们就不会把律

师文化建设看作是一种 “素质教育”，认识到律师

文化的主体是职业活动中的律师，就不会戴着有色

眼镜把律师强分为 “政治家律师” “学者型律师”

“讼棍型律师”，以高贵得 “纱帽”、风雅的 “儒

巾”淹没了 “理性”的光芒、淡化了律师的身份、

误导律师的自我认知，误尽本就过于理想化的入门

小律师，也不会以 “成圣成贤”为标准把大家塑造

成物欲横流世界中的 “完人” “清流”。认识到律

师文化权利本位，就不会把律师文化建设异化为是

给律师加 “紧箍咒”来取悦民意，无所不用其极的

把各种冠冕堂皇的 “道德教条”加在律师的身上。

认识到律师文化是一种利益文化，我们就会对那些

为 “蝇头小利”而奔波的律师的那份执着，保持一

份敬意。

（二）制度落实

探讨律师文化，本身就是完善律师制度的一个

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文化建设实质是制度建设，

它是通过文化的力量来作用于制度、把无形的文化

和有形的规则相结合，来影响律师的职业活动。而

律师文化是一种规则至上的文化，律师文化建设不

能就文化谈文化，而是将文化 “道”出来，作用于

规则、体现于规则，脱离规则去谈律师文化，就会

流于空谈，使律师文化混同于一般的文化，无法突

出律师文化的独特性，也使律师文化虚无缥缈，无

法对律师职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引导作用。脱离律

师文化，不了解律师文化，就无法理解和把握律师

职业发展的规律，造成律师制度无法与国际主流接

轨，影响律师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律师文化建设要

落实到制度建设上，以对律师文化的认识为指引，

完善律师制度，通过律师制度建设将我们对律师文

化的认知成果落实到每一个律师的从业活动中。

#$ 依律师文化为指引，审查刑法、刑诉法、

民诉法、律师法等法规中涉及律师活动的条款，对

不符合律师文化，违背律师执业规律、不当侵犯律

师权利的条款加以修改，是律师真正的称之为律

师，使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真正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如果有关律师管理的法规因为制定时的背景不

一样，理念不统一，而出现的冲突，要以律师文化

这一 “自然法”为标准加以处理。

%$ 依律师文化指导律师管理，划清国家干预

律师活动的边界，并形成一种规则。正如上文所

说，国家是影响律师文化、决定律师文化演化形

态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管理制度要以普适性的使

律师称之为律师的标准划清权力的边界，通过划

分国家干预、行业自治、律师独立和自由从业、

市场各自领地的规则，实现上述因素良性互动，

防止律师文化由于国家干预失当而异化，使得律

师不像律师。

总之，律师文化是律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文化

标记，律师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规则化的手段，使

律师文化为业界所共同体认，使得律师真正成之为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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