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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岁月里，跟记者打了许多交道，因为交往，有些记者与我成为了好朋友。
尤其是我在中国足协担任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后，跟记者联系多了起来。
最近在整理其他书稿时，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的记者采访过我并写出了很多文章，于是我想把这些记者
写的东西汇编成册，让大家看看记者都是怎么写我的，因此，有了这本书。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记者写出的东西大多报喜不报忧，唱赞歌的多，批
评的少。
在这本书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其实我根本没有像记者写的那样好，我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
但记者在不同时期写的东西记载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评价，而在这些社会评价中或许能够找出自己的反
面，即不足和缺点。
正视这些不足和缺点并加以改正，是我出版这本书的初衷。
    律师是一个遭人恨又招人爱的行业。
在当事人遇到困难需要求助法律帮助时，律师就是及时雨，甚至是救命恩人；但当法律烦恼过去时，
律师就成为了趁人之危收黑钱的骗子。
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律师执业的特点，在当事人得到了律师帮助后并不十分感激律师，有时还会惜恨
律师。
律师的形象往往受损，如何正面宣传律师？
引导媒体宣传在社会法治中律师所起的作用，特别让社会了解律师执业的艰难和行业发展的困顿是广
大律师自己的任务和责任。
多与媒体合作，让媒体了解律师、宣传律师，是形成律师正面形象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律师和记者是近亲，很容易结盟，也容易共事，在为社会民主法制作贡献中，律师和记者密不可分。
    本书各个篇章就是记者眼中的徐家力⋯⋯    徐家力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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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杰出大律师--记者眼中的徐家力律师》(作者隆安律师事务所)汇集了最近十多年记者对徐家力律师
的采访记录，从中可以了解一个杰出律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和法治追求。

《杰出大律师--记者眼中的徐家力律师》适合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法律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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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力律师：搞掂县长比搞掂宪法有效？

振兴东北的法律思考
中国仅靠中国制造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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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与他走过的人生道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童年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1960年，徐家力出生在辽宁沈阳一个干部家庭。
因为家中孩子少，父亲当时的工资也比较高，徐家力从小就是喝着牛奶长大的，同时也受到了良好的
家庭环境熏陶。
但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作为东北局的干部，徐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政治冲击，全家随他流
放到很远的农场接受教育。
在那里，他们与当时同样受到冲击的张志新是近邻。
作为有家庭问题的“黑孩子”，徐家力无法像其他正常孩子那样无忧无虑地去上学，而是被送到了乡
下与年迈的爷爷相伴。
这是徐家力记忆中最苦涩的一段日子。
年幼的他过早的承受了他本不该承受的政治压力，也初次体验到社会底层人的艰辛和痛苦。
尽管徐家力当时受父亲所累，但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并没有歧视他，年少的徐家力经常与乡村的玩伴们
一起在大自然中无束无拘的淘气、嬉戏，孩子们兴奋地谈论着他们不着边际的未来的梦想，徐家力幻
想着：“总有一天我要走出这片土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这天真的梦想无疑给了少年徐家力信心和勇气，也给了他一颗开朗、豁达、健全的心理。
    1972年，徐家力的父亲恢复了原职，12岁的徐家力回到了沈阳。
由于他以前跟着爷爷在乡下只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小学，回城后经降级才进入原本早应该进入的东北育
才学校。
    开明的父母极其重视对儿子智力的开发和文学兴趣的培养，他们不同于一般的父母严厉管教，而是
给了徐家力宽松的生活氛围，让他自由的展示个性。
徐家力对文学有着一种天然的喜爱，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经典名著，有时甚至还翻阅大人们都
不愿看的一些哲理书籍。
时不时地自己写些小文章、小感想，久而久之，他的写作水平提高了，最终只要他提笔，就能写出一
篇篇让老师、同学和父母赞叹不已的文字。
    1979，那是一个春天⋯⋯对于青春年少的徐家力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这一年19岁的徐家力从东北育才学校高中毕业了，高考，这是一次选择命运的机会，这也是徐家力人
生历程上第一个转折点和重要起点。
    时值改革开放的初始，中国大地上生机盎然，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为中国带来丁新生和希望。
作为老革命的父亲，早已感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也希望儿子能够在变革中有所作为和贡献。
他以一个老“运动员”的身份，认识到中国的未来一定需要法律方面的人才。
于是，父亲提议儿子报考北大法律系。
然而，年少的徐家力像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怀揣着做一个新闻工作者梦想，在高考志愿上徐家力填上
了有悖于父亲意愿的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专业，因为他的作文曾在全市语文教学中成为过范本。
为了说服孩子，父亲请来了一个多年的老友，一个“文革”前的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前辈，当时正是辽
宁省文教办主任的秘书，帮助他分析，鼓励他要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
并坦言，中国的未来需要法律人才，北大的法律系是中国最好的法律系，也是学子们最向往和最神圣
的地方。
不久，1979年7月徐家力以沈阳市头名状元及辽宁省第二名的高分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北大校园风景秀美如画，向来有“一塔湖图”的美称。
“塔”，是指博雅塔。
“湖”，是指未名湖。
“图”，是指北大图书馆。
环湖的杨柳婀娜多姿，枝条低垂，温柔地拍打着水面，未名湖将一座座雕粱画栋融化在一汪清泓里，
博雅塔、石舫、枫岛、翻尾石鱼组合成了一幅清新、淡雅、恬静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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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感召着一代代优秀学子走到时代的前沿，肩负起民族兴亡的重任；北大以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其自南的文化氛围，净化着学子的心灵，使得每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在多
少年后仍饱含着泪水，心中默念着她的名字。
这真是一块圣地。
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独立的思想，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科学作风、创新的精神．兼容
并包的传统，民主科学已经成为这块圣地不朽的魂灵。
总之，只要你踏入北大校园，北大的历史就会化为一种实实在在、别有洞天的感觉，她的每一棵树，
每一块碑，每一条路，都暗含着历史的沧桑，都凝结着文化的久远。
而能在这样的校园里读书、做学问，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北大，这所充满智慧和灵气的校园，流动着充满活力的血液，她的兼容并包提供给了每一个具有活
力和创意的学生机会来表现自己，来挖掘自己的能力。
北大公平地给每个学生一个自南展示自己能力的空间。
    在徐家力踏人北京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法律系一直是北京大学最小的系，77级和78级法律系每年只招收一个班，大概
就几十人左右，而79级一下扩招到150多人，这足以证明国家对法律的重视，也预示了中国法律的春天
已经来临。
然而，并不是所有进入法律系的学子都是自愿选掸了法律，徐家力班里49人中只有11人是报考法律系
的。
他同宿舍的8人中其他7人都是从其他专业转班过来被动地学法律。
可见，那时的中国人对法律认识还很淡薄。
    79级以前的同学中有很多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考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社会阅历和经验
都相当丰富。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徐家力的同班同学中有诗人海子、记者唐师曾)，处在这种强中自有强中手
的环境，19岁的徐家力——这个沈阳市的头名状元原来的优越感受到了挑战，徐家力感到了压抑，感
觉到自己“太渺小了”。
为了缓解生活、学习上的压力，徐家力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放下了“天之骄子”的架子，用乐观积
极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与身边同学的友爱相处，他坚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
。
“也许你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你一定可以是最快乐、是独特的。
”渐渐地徐家力开始适应了北大的集体生活，他在这个聚集着全国最优秀人物的校园里找到了知音。
他们一起谈天说地，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起实践理想，一起争辩探讨学术问题，一起开展社团活
动，一起⋯⋯同时，徐家力还开始根据自己的特点，给了自己正确的定位，选样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
自习教室、图书馆乃至草坪之上，石阶之旁，到处留下了徐家力埋头苦读的身影。
他沉浸在北大优美的校园环境里，深深的呼吸着这里自由的空气，兴奋的注视着教授，仔细聆听他们
的教诲。
他敞开了怀抱来拥抱北大，睁大了眼睛来寻求知识、寻求理想。
    名师的指导、学风的熏陶、个人自觉的训练和学习使得徐家力的知识、视野、气度都更上了一层楼
。
首先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提升，思想底蕴在加厚。
其次是法学知识、写作水平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高。
就连他的各项运动潜能也得到很好的展示，在他担任学生会体育部长期间，通过努力，邀请到当时威
风无限的中国女排到北大，并由此活动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他的另一杰作是组织成立北大
自行车队，暑假策划了50多人的全国自行车旅游。
这些看似与学习无关的活动让徐家力找到了自信，结交了朋友，从而又为日后他开展律师业务打下了
基础。
    “北大，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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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是北大的魅力所在。
只要你走进这个校园，有很多东西你就逃不掉了。
你会有对国家、民族最自然的责任感，这是与生俱来的。
你就会去思考很多很多⋯⋯在这里，我被北大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回忆起北大的生活，徐家力显得有滋有味。
    北大四年的校园生活，开拓了他的眼界视野，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教给了他很多的法律知识
和做人的道理。
在所有的课程里，徐家力最喜欢的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法理学和哲学，徐家力认为哲学教他如何认识
和分析问题；而法理学则为他现在从事的律师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成功的保障。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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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分为三个版块：人物专访篇、执业手札篇、论坛纵横篇，通过记者的笔真实地感知本人作为律师
的各种经历。
每一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本人从事律师的经历予以展示。
法律条文是枯燥的，法律活动是专业而严肃的，而记者的笔是客观、生动、鲜活的。
本书面向最广泛的读者群，帮助读者感悟本人在从事律师工作期间的各种经历，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记
者的笔触了解我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希望读者可以感受得到我那份对理想的执著、坦诚。
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记者的笔端探究律师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品质，并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律师职业。
    弘扬正气，崇尚法制精神，不屑权力，是本人从事律师行业秉持的原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律师
的追求。
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离不开律师，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离不开律师，律师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
权利平等，建设法治国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是需要具有超越商业化功利的社会理想的。
没有这种理想，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再好的法律也会被操作成一潭污浊；没有这种理想
，再严厉的职业规则也无法对律师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没有这种理想，律师也不可能获得应有的职业
自信和自尊，更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所有致力干法治的读者与律师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东西。
    在本书的编辑策划过程中，隆安律师事务所的宋宇博、智丽虹、赵金一、杨奇虎、焦舒博律师、石
珊珊、任芳秘书，我指导的博士生王立梅、徐春成、于雯雯、王娜付出了大量辛苦的劳动，向他们表
示诚挚的谢意。
    徐家力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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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是中国专职律师中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他是敢于主动撂下最高检铁饭碗的热血青年，他是律师
界中最好的学者，他又是学者中最好的律师。
他对律师业的热爱让人由衷感到律师职业的光荣。
他就是作者。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杰出大律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