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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极端的矛盾和纷争打交道，律师理应个个都是风险控制

高手，管理专家，但现实的状况似乎总不尽人意。现在被司

法机关“绳之以法”的律师越来越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势

力报复的律师也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为此丢了性命。 对一

个正直的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着四大风险：一是来自司法

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打击报复，二是来自江湖黑恶势力的纠缠

威胁，三是当事人的迁怒或报复，四是因工作的失误或过失

产生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前面二个。 这四大风险共同

的特征就是律师的行为触犯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和权威，得罪

了某些有能量的人，或者是拿了别人的钱，没有能为当事人

消灾，结果让当事人恼羞成怒，以至于穷凶极恶，或者因维

护了委托人的利益遭到对方当事人的报复。 一、《刑法》第

三百零六条的规定引发的律师执业风险 《刑法》第三百零六

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

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

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关《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社会各界都颇多非议，也是公检法

机关肆意追究律师的尚方宝剑。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全国

已经有300多名律师因刑事辩护被司法机关以各种原由“绳之

以法”。全国刑事辩护率逐步下降，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

件中已经有70%以上的没有辩护人。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



是专制、专政、特权和官僚文化的产儿，在我们这个有着古

老传统国度里，不管是谁做了警察、法官、检察官（包括那

些被“绳之以法”的律师），内心都期望能毫不客气地甚至

咬牙切齿地把处处与自己对着干的律师送进大狱，这种原始

而愚昧的心态，在官僚文化（律师怎么可以不被“我”管）

的推波助澜下，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人大的立法。《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是中国人原始而落后的心态和心理孕生

出来的怪胎。 律师职业上的自由让所有的人都感到眼红，尤

其是让有权的人心烦，所以一定要管上一管；之所以会出现

如此怪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现在刑事案件，相当一部

分案件的证据是警察和检察官通过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

供得来的，因为是非法得来的证据，所以在维护证据的“严

肃性”的时候就会显得有些穷凶极恶，正如抢劫者保护抢来

的东西一定是用暴力一样。检察官和警察没有勇气和能力平

等地与律师比较谁的证据更有证明力，不愿意自己“辛苦”

得来的证据被律师否定，是很多律师被打打击报复的直接原

因。 律师是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也都是人，都是一群普

通的俗人组成的群体，切忌把这一群人当作圣人或神明化身

或代言人，他们身还不具备神性，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其中

的人有些人因为获得了一点点职业赋予的特权，而变得似人

又非人。所以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只能把警察、检察官

、法官无所不用其极的“小人”，处处慎重对待自己的工作

，如果忘乎所以，一旦当律师的权利侵犯了警察、检察官、

法官的权威或权益时，那律师的执业就已经处在危险中了；

如果某个案件已经事先由某个领导或者重要人物定过调了，

律师再掺合进去说三道四，那这个律师离看守所也就不远了



。 曾经有一位在官场奋斗了一辈子的父亲，对他的儿子、我

的同事如是说：在官场中县处及以下的干部都不是人。这句

虽然有些极端但反映出了这样一个现实，这一群非常饥渴的

群体，在权力、利益、名誉面前个个都会变得穷凶极恶，在

各种显规则背后实际起作用的是“丛林法则”。事实上也是

如此，律师遭遇到的打击报复大都来自基层的公安局、检察

院、法院。 笔者在法院工作过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对所接

触到公检法的干警进行过深入而细致的心理解剖，深谙他们

的心理特征的行为模式，有时对律师的报复仅仅是因为律师

请吃饭没有没有请某人，敬香烟时遗漏了某人。 所以律师在

执业过程务必要处处慎重，才可能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根据笔者的经验： 1、律师如果不是因为开庭或者重要

的事务，在上午十一点钟、下午五点钟之前一定要离开公检

法机关，否则在别人等饭吃的时候，你抽身而走，会让人很

失望，如果请客请的不好，会惹下口舌是非。 2、在公检法

的人交往中，越是职务低的越是要尊重，阎王好办，小鬼难

缠。有职务的领导好办，即使是稍有得罪，找一个能管他们

的领导或者有影响力的人一起吃餐饭，打个招呼，一般有什

么过节就能化解了，起码能恢复面子的正常交往，不至于进

行公开地刁难，美其名曰：“不打不相识”。如果在公检法

机关中只要有三个人说一个律师办事“不上路子”，那这个

律师的工作就会处处受限。 3、请客吃饭千万不要自定人选

，由你要请的人召集即可，否则把一群明争暗斗中的人放在

一个桌上吃饭，最后会机关内部斗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 4、律师办事刑事案件，对办案的人员要有礼有节。按笔

者的经验： 初次见面先送上会见函或阅卷函，如果办案人员



说忙、没时间，就先回去，然后再电话联系确定安排会见与

阅卷时间，如果仍然不能安排，就用快递或挂号信，寄上一

份要求安排会见或阅卷的律师函。如果办案人员仍然不安排

，下面的工作就由委托人或者其家属来完成，带着一层一级

去告状。律师对办案人员要做到仁至义尽，然后采取措施，

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怕人大、怕政协、怕政法委找他们的麻

烦，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前程。 对于必须调查的证据，尤其

是关键的证人证言，原则上律师不作调查笔录。由委托人及

家属提供线索，帮助申请司法机关调查或者由当事人、委托

人或证人自己亲自写，让委托人或者家属自己交给办案人，

而不是由律师代笔包办。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律师也不知

道委托人及其家属与证人之间是否有某种感情上因素或利益

上的交易，如果律师自己制作笔录则风险不可测。 律师办理

刑事案件，一半是法庭上的辩护人，一半则是法律顾问，切

忌包办代替。 总之一条，律师既要注重与公检法机关良好的

工作关系，同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对有些故意拖延或恶

意刁难的行为要敢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打太极，发暗力较量，

让他们知道律师也不是好惹的，切忌以针尖对麦芒式的方式

较量和斗争。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律师有多少被绳之以法了

人，其实公检法的人被绳之以法的也不比律师少。笔者二十

多年的职业经历中，也经常听说警察、检察官、法官被人磕

闷棍，有的被疯狂的当事人逼得磕头求饶、吐出收受脏钱或

放血摆平的事也不在少数，甚至有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因

此被人戴上了“绿帽子”。当然更多的贪桩枉法，胡作非为

的干警最后都被请君入瓮了。 把邪恶的人送进地狱或断头台

，是律师最基本技能和看家的功夫，所以根本不用在乎这些



人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律师因执业而身陷囹圄，则说明

我们的律师还太不成熟了。 如果老百姓的权利连司法机关和

政府机关都无意保护，一名律师又能如何？依照法律尽到自

己的职责就可以了，对刑事案件从收案开始就要细细地“轧

苗头”，如果确定侦查或一审期间惹不起，就把一审当作二

审的准备，做好准备工作，到二审再决高低上下；再者如果

真的是惹不起还躲得起。 另外在法庭上，律师切忌拿检察官

和法官的失误做文章，如果检察官与法官的失误对案件结果

不构成影响，要包容而是计较，更不拿这些失误来说事，人

非圣贤，谁能无过？相反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表达主张时，

侧面提醒检察官或法官，或悄悄弥补检察官或法官的失误，

这更能体现一名律师的水准和风范。 二、江湖风险 前不久一

位年轻的律师，因参与了当事人间的黑吃黑的交易，结果被

对方当事人纠集的一帮实江湖中人围追堵截，一定要他交出

委托人。困惑中，打电话向我求救。接到了电话我严厉地批

评了他，做律师不能什么钱都赚，于是我建议他立即换掉手

机，放下一切工作回避一段时间，因为江湖中的一切也是有

成本的，江湖中人出手也都是有代价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承

受得了的，如果实在不行就请一个江湖中人来摆平这件事。

这种事如果没有严重的后果找警察根本无济于事，相反会让

这群亡民之徒更加地变本加厉的理由的借口。 做律师免不了

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江湖社会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

着，主流社会除了排斥、鄙视、打压这个群体外，很少予以

关注和研究。而事实上这群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他们以一种与主流社会完全相反的生存方式在生存着，如果

一旦招惹上就会麻烦不断。年轻律师大都是从学校到社会，



根本没有对付这些人的经验，如果一小心陷入江湖圈套或陷

阱，则会后患无穷。 所谓的江湖社会是市井社会的百态营生

，其实是由一小部分人导演的闹剧，在传统社会中脱离主流

社会或不愿意加入主流社会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自发组织

起来民间的组织或非组织，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史中，那

些离开或失去土地，或种种原因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或流民

，最典型的就是《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传奇式人物。江湖

就是由这一群人在兴风作浪。 在这儿有真、善、美，假、丑

、恶共存，正与邪、良与劣、诚与诈混杂；真真假假、虚虚

实实，尽显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

看似正常的营生中似乎行行都是藏污纳垢，狗仗人势、欺软

怕硬、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短斤少量，偷窃扒拿、坑蒙拐

骗、欺行霸市、强卖强买，敲诈勒索、杀人越货⋯⋯，天下

熙熙皆为财来，天下攘攘皆为财去，每行每业都有自己偷工

减料、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独门暗器，不入此行不谙此道

。总之凡是人世间所有的丑事恶事坏事，在这儿都会象杂草

一样，永远地存在下去。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态，也总是

企图影响主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于主流

社会国家政治或政府的力量对这种原生态社会的规范能力和

影响能力。当政治和政府的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原生态的

中的邪恶势力就会转入地下；当政治和政府的力量弱的时候

，原生态中邪恶势力就会猖獗，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出现

的混乱就是最好的例证。 原生态的江湖社会永远都在进行着

分化，一部分在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后，步入主流社会，另

一部分转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成为黑恶势力，而大部分的人是

留在普通的市井社会中，维持着这个原生态社会存在，同时



也要接受主流社会和道德社会的规范。 古人说入世，其实就

是指入的这个世，所谓的江湖社会。江湖的险恶，是人所共

知，但主流社会从未正视过它，导致人类社会普遍地对这种

社会原生态状态的鄙视、轻视、偏见和认识上的无知。总以

为这是个毒瘤或恶疾，一厢情愿地以为去掉就好了，但是谁

也没有成功过。相反让这帮人借天、地、人乱之时夺取了江

山，刘帮、朱元璋是也。 自古主流社会的官府与江湖社会的

黑恶势力，构成了社会的两个极端，而且都是由普通百姓供

养的，官府靠皇粮国税，黑恶势力靠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巧

取豪夺，如果官府与这种黑恶势力的相互勾结、沆瀣一气，

那就是老百姓最大的灾难。 总之江湖社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因为生存的压力导致进入不了或脱离主流社会或进入不了

主流社会的人回归丛林，以原始的暴力、野性和狡诈为自己

生存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利益空间、安全空间，人数不多

但能量也不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社

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它的存在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可

以一生不经历江湖，除非有能力和机缘生活社会的真空中。

有关人类社会的原生态，因为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所以笔

者在此多费些笔墨。 江湖是人生必然经历，正如天上的水、

地下的水、高山的水都要经过大河奔流方可到海一样，不可

避免地要经历一段污泥浊水一样，只有那些不放弃大海、不

停止向前的，方可最终奔流到海不复归。江湖社会的原生状

态，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的和过渡性的状态，是人类本能出于

生存的需求而被动采用的利益获取和自我保护方式，但无论

如何都还是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是水

由高山到大海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和过程，最后都必须回归到



人类真、善、美的大旗下。 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在城市还

是在乡村，江湖组织比比皆是，每一次的打击就像割韭菜，

前面的割掉了后面又长出来了，而且一代更比一代凶狠、狡

猾。而且这群人因为经常儿事，特别爱与公检法、政府机关

的人交“朋友”。 对这群人的经验是：以敬而远之、近而远

之为原则，对实在免不了的接触与交往，则以礼相待，给他

们必要的尊重。这群人最需要主流社会的人给予尊重。除办

理正式的案件外，如果有什么法律事务咨询都是以闲聊方式

告诉他们，而不是以正式的方式给以答复，绝对不参与他们

的事务。 类似的组织看似地下的，其实在某一个区域或地域

，他们的人员和组织往往都是有数的，作为律师几乎不费吹

灰之力，就可知道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和分布情况，以便在

接收各种案件时加以分辨。 建议年轻的律师在认认真真地去

读一下《水浒传》，不要以为《水浒传》仅仅是一本历史小

说，它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原生态的社会状态的典型写照，这

种生存状态不会因为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历史翻过五千年，

这种原生态的社会状态会依然存在。 三、委托人或当事人的

报复或迁怒 “一代官司三代仇”，在这传统的社会心理作用

下，自己的委托人输了官司会抱怨律师，对方的当事人输了

官司也会记恨律师。 所以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与委

托人及对方当事人的关系，要善于化解当事人的抱怨和仇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对案件的主张和意见，以请求的形式

出现，充分利用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的权威性来化解这些

风险。律师儒雅风度和知书达理的风范，是化解这些风险的

最好良方，切忌在执业或办案过程中表现得穷凶极恶，把话

讲绝、把事做绝；切忌不要到处吹牛、到处夸海口，否则搞



不好会引来杀身之祸。 曾经发生过一件恶性案件，一个凶犯

的母亲因癌症医治无效残废，这个凶犯就认定是医生把他母

亲治死了，一直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终于在一天这位工作

了几十的老医生在下班回家途中，刚刚走进自己的楼道，就

被这个凶犯用刀残忍地捅死了。 做律师谁也不敢保证，一生

不遇到这种偏执的当事人，一生只要遇到一次就前功尽弃，

律师的工作总是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不能不慎重，任

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胆大妄为。 四、因律师执业过程中重大过

失或失误造成的风险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由于律师或者是摸

着石头过河过来的，或者是半路出家做律师，所以律师在执

业中尤其是年轻的律师在执业中的失误是比比皆是，只是当

事人不懂法律的规定，或不了解司法机关的工作规程或流程

，被律师的花言巧语搪塞过关了，或者被事件或案件本来的

进程或规律掩盖了。 以合同为例，一个公司的所有的合同，

即使没有律师的参与，90%以上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不会产

生现实的风险，因交易者与交易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默契和

诚信规则，律师参与仅仅是为了避免或降低可能存的百分之

几的风险。由于律师的工作没有统一的标准，律师的失误与

过失往往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浆糊团。这也就导致即使律

师没有失误也可能被当事人冤枉，加之律师与律师之间的标

准不同，当事人往往也会用另一个律师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委

托的律师。 单单从实体的结果来看，对律师工作的评判是很

难有统一的标准，律师避免或减少类似风险的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规范自己的办案规程序和流程，实践工作中律师的失误

往往首先表现在程序或形式上。实体上的错误往往都是因为

方面性的错误造成的，或定性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这完全



是由律师的专业水准和实践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只有通过

好好学习来弥补和提高。 综上，律师在执业中的风险无处不

在，对中国律师业来说最大的风险还不在于行业本身，而在

于行业以外。二十多年来，在法庭内外笔者很少遇到值得欣

赏的律师，集专业知识、技术、技能、艺术气度、风范、仪

表于一身的律师真的是凤毛麟角。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错

误和风险，因为这与老百姓心目中：“西装笔挺，举止优雅

，精通业务，技能精湛，目光犀利，外表非凡。”的标准相

差太远。社会大众对律师心理上的排斥与轻视是律师最大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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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