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摇 摇 言

序摇 摇 言

时光荏苒, 笔者从事律师行业已三十多个春秋。 入行时的懵懂

与瓶颈时期的困惑都已是昨日的风景, 如今笔者已近耳顺之年, 回

首从业以来的所见所闻, 深感律师作为以法律为工具疏浚正义之河

流的劳动者, 必须把法律实践放在律师工作的首位。

律师工作的实践性来源于法律的实践性。 诚然, 想要给法律下

一个定义是极其困难的, 即便法律与人类社会伴随始终, 但是从古

希腊先贤以来, 无数志士仁人在法律的概念面前都无功而返。 虽然

法律的概念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范畴, 然而法律实践性的存在却是能

让每个人感知的。 因为一个法律体系必然有其深深根植的历史背景、

人文环境甚至自然环境, 其背负的不仅仅是立法者的考量, 更多的

是对立法者所处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条件的考量, 法非立法者所立,

而是立法者所在的社会所立,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 “法是由事物的性

质产生的必然关系。冶 某种意义上, 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理论法学,

因为法律是一门实践科学, 沈四宝先生曾言 “法律的灵魂在于实

践冶, 脱离实践的法律不可能得到遵守, 脱离法律实践的法学理论就

如同自说自话, 没有其存在的意义。 而律师作为以法律实践为业的

工作者, 更应当重视法律实践。

也应当注意, 律师的法律实践并非完全符合所谓的形式逻辑的,

即律师的法律实践并非是机械的、 死板的和教条主义的。 笔者以为,

律师的业务活动是一种感性的实践活动, 这也正是本书命名为 《律

1



! " # $ %

!!"#$%&'()

师的艺术》 的缘故。 实践是经验性的, 其艺术即是从经验中理性地

归纳总结出来的。 美国大法官小霍姆斯曾言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而不在于逻辑冶, 一语点破了律师行业的玄机。 不少成绩十分优秀的

法科学生, 在通过了司法考试后, 进入律师界却不能应付自如, 其

原因就是缺少经验。 而经验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经验, 另一种是间

接经验。 在直接经验这一方面, 刚刚进入法律实践领域的律师新手

似乎永远也无法超过他们的前辈, 但若新手善于吸收前辈的经验

(间接经验) 和教训, 他 (她) 可能会很快超越他们的前辈。 而本

书, 则是本人通过长期法学研究的律师实践活动而得出的粗浅经验,

现呈送给读者, 敬请诸位同仁赐教。

王伯庭

2017 年 6 月 29 日于江苏省徐州市盛佳大厦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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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摇 律师的艺术

第一题摇 律师的艺术

———如何培养优秀职业律师的素养

摇 摇 一、 导言

“尽管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律师都是平等的, 但是他们在法庭辩护

中总不断地显示着各自才能的高低优劣冶淤, 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所难

免的。 虽然律师受到尚不够健全的民主与法制的制约, 但我们仍然

从事着自己的职业。 改革的逐步深入, 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实行,

WTO 的加入, 如果我们还用二十多年来没有多大改革的方式和方

法, 为当事人仗义执言, 则是远远不够的。 注重律师的艺术是当务

之急。

所谓律师的艺术, 就是一种说服的艺术。 古今中外, 没有什么

会比说服人更难的事了。 可想而知, 律师这个职业所面临的挑战是

很大的。 尚且, 律师的艺术, 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 是律师业务

水平、 思想水平和工作才华技艺的集中展示。 律师的艺术就是为了

促成己方欲获得的判决、 仲裁书而以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向法庭、 仲

裁庭阐述案子的方法。 所以, 作者倾向于简单地把它叫作 “说服的

艺术冶。 这是雄辩术的最早的经典定义。 有人认为这个定义既过于广

泛, 又过于狭窄, 也有人批评说, 该定义意味着律师的目标就是不

惜一切代价地进行说服, 而这种含义一定会招致道德上的非议; 或

3

淤 (英) 理查德·杜·坎恩著, 陈家生、 陈先订编译 《律师的辩护艺术》 一书的前

言部分, 群众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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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这样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 即使基于道德方面的理由而

有各种保留, 就我现在要谈的题目来说, 我们可以接受一位古希腊

人的论断: “法庭演说的首要的和根本的职责就是说服法官并将法官

的头脑引到发言者所欲达到的结论上来。冶

自诩 “从事律师职业, 就意味着必然能得到公众的尊敬和羡慕,

意味着必将在社会上获得较高的声誉和优越的地位冶, 这是十分愚蠢

的自欺欺人之谈。 十九世纪, 英国大律师、 大法官西蒙爵士淤, 认

为, 持这种看法是 “一种严重的偏见冶。

掌声、 鲜花和桂冠固然是每一个辩护 (代理) 律师所希冀和期

望的反应和效果。 在舌战剧烈的法庭论坛, 论辩者以 “锵锵据金玉、

句句欲飞鸣冶 的恢宏口才, 雄辩滔滔, 势不可当, 裹挟着论辩风云,

直捣论敌要害, 直辩得对方顾此失彼, 招架不住, 博得满堂喝彩。

有人说这种攻则克、 守必固的雄辩, 这种令人陶醉的桂冠般的喝彩,

便是法庭论辩所需要的终极目的, 便是评判法庭论辩艺术的成败的

标志。 而完美的论辩技术与强烈的艺术反响, 显然是法庭论辩所必

需的手段和效果。 毫无疑问, 对法庭论辩艺术的评判, 也是一个重

要的评判系数。 法庭论辩是一种理论对抗, 也许道路只有一条, 但

是说理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论证方式, 采取不同的论据

材料, 甚至还可以注入不同的感情色彩, 运用风格、 特色各异的言

辞表述, 从而产生不同反应。 但是, 法庭论辩艺术如果只限于论辩

技术的完善和论辩效果的强烈, 那么, 法庭论辩势必流于一场谈纵

论横的雄辩竞赛。 黑格尔在他的学术著作 《美学》 一书中写道:

“一般来说, 演讲里的最高终极旨趣并不在于艺术的描述和完美的刻

画, 他还有一个越出艺术范围的目的, 他的演讲形式结构毋宁说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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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利用来实现一种非艺术性的目的或旨趣……用

来使听众达到某一种信念, 做出某一种决定, 或采取某一种行

动淤冶。 按照黑格尔的论述, 论辩的技艺和效应还只是一种法庭辩论

的艺术, 巧于辞令, 其论证如何缜密, 情感如何动人, 语言又如何

优美, 听众反应又如何强烈, 但是, 如果未能达到终极法庭论辩特

殊的目的———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那么, 一切努力都是枉费

心机。

完整的技艺与实现 “终极目的冶 的结合, 是评判法庭论辩艺术

的标准。 论辩技艺显然是重要的。 从我国法庭论辩艺术的实践来看,

这又是我们执业律师需强化的理念。 在法庭论辩中, 或许论辩者拥

有公正和真理, 然而却招致旁听者喝 “倒彩冶。 这或许是你辩技太

“臭冶, 或者是与听众的意见相左, 对此, 你所做的仍只能是调动一

切艺术手段, 宣传真理, 并将真理与公正扮成听众所悦目的 “新

娘冶, 使之拥有听众。 从某种意义上讲, 论辩技艺与效应之所以成为

评论法庭论辩艺术的标志之一, 就在于通过它, 能够更好地揭示真

理, 弘扬公正, 并掌握我们所面对的听众。

律师的艺术, 不是一种空洞的词语界定, 它是由诸多构成律师

执业的综合素质、 理念、 道德、 情操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规范统

一体。

摇 摇 二、 律师的艺术之一: 正确的执业理念

通说认为: 律师的职能就是帮助法庭、 仲裁庭得出正确的判决。

在所有的诉讼中, 诉讼双方对有关的问题总持有不同的态度, 这种

态度的不同引出了法庭上的争论。 如果没有辩护 (代理) 律师的协

5

淤 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 《美学》, 第三卷下册, 第 42-47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 %

!!"#$%&'()

助, 法官将难以从虚假中甄别出事实从而获得满意的判决。 律师协

助辩护的好处就在于, 使争讼的双方尽可能的以最佳的或最有影响

力的方式在公正的法庭面前来陈述他们各自的理由。 律师的职能与

法官不同。 他们的职责就是以富有吸引力的、 独立的和强有力的方

式来阐明其当事人的理由。 对上述关于律师执业理念的界定, 本人

认为是十分不全面的, 而仅仅是对律师执业理念一种现象上的表述,

而忽略了律师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的政治属性和对于一个民主与法治

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律师的辩护 (代理) 对国家和他的当事人负有

双重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开始着手组建新型的律师组织。 律师队伍

有了初步的发展, 但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使新中国的律师制度遭到了

重大的打击。 1979 年,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认识到律师对于民主与法

律建设不可低估的作用, 他再三强调: 律师队伍要扩大, 不搞这个

法制不行。 全国各地才陆续开始重建律师队伍。 1996 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按照它的规定, 律师由国家

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成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法律工作者冶,

律师事务所也由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变成自收自支的单位, 称之为

新社会组织。 随着 2008 年中央领导同志在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 将我国律师重新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

为我国律师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内涵: 一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是, 法律工作者则可以统称为法律家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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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职业人士, 指专门从事司法及其他法律活动、 具有特定专业资格

的职业法律工作者。 一般法律工作者特指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律

家, 包括法官、 检察官、 律师和法律代办等。 广义的法律职业还包

括法律职业 (仲裁人、 调解人、 公证人、 法律技术员等) 以及立法

者、 法学者。

目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明确

提出要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发展律师等法律服务业。 四中全会

通过的决定为全国 2 万余家律师事务所的科学发展和 26 万余名律师

的依法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了解了一些西方国家执政党的宗旨和国民对执政党的支持、

反对比例, 结果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是完美无缺

和没有反对派的, 只是拥护者多少而已。 我学过共产党党章, 你必

须承认它是一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章, 从情、 从理、 从法你

都没有理由去反对它。 维护我们祖国和执政党的形象是中国执业律

师的首要责任。

在我们这样有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 试想如果没有一

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去管理、 去维护它, 就会出现像世界有些国家那

样的人间悲剧, 受苦受难的最终就是我们广大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

们每位具有中国国籍的律师, 不论你是否是共产党员, 都应当本着

拥护执政党和爱我们自己祖国的基本准则去维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

的尊严。 如果我们对执政党和政府有意见, 都应当按宪法和法律授

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并通过合法方式表达和提出, 决不能被任何组织

和个人利用而去做有损于我们自己祖国的事。 特别是律师在为那些

暴恐、 邪教组织犯罪被告人的辩护过程中, 必须坚持决不把有罪的

人按无罪辩护, 同时也决不让无罪的人受到法律追究的职业道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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