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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新的概念。在中文里，正义即是公正、公平、公道。不可

否认,人类始终存在着对正义的追求。有人认为，正义是一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行；有人认为，正义各定其分

，各得其所；有人认为，正义是一种对等的回报--“一个以

某种方式对待别人的人，不能认为别人在同样情况下以同一

方式对待他自己是不公正的”；有人认为，正义指法治或合

法性；还有人认为，正义指一种公正的体制。 正义就像人们

心中的一盏明灯,时刻指引着人们朝着它的方向前进。亚里士

多德把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分配正义涉及财富、

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以这个领域，对不同的

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就是正义。

校正正义涉及对受到侵害的财富、荣誉和权利的恢复和补偿

，在分配正义领域里，伤害者应该对其加害行为付出代价，

受害者从加害者那里得到补偿就是校正正义。 现代法治社会

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围绕着正义而展开的，法律制

度既是正义的体现，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现代社会制度之

所以强调正义，正义之所以能够超越秩序、自由、安全等其

他价值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正义

意味着对人权的尊重，因此，以保障人权和实现正义作为自

己职业使命的律师就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

员。 在西方国家，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律师职

业是倍受人们尊敬的职业之一。虽然因文化传统、国民心理



等不同，律师在从业条件、规模和职业转换方面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律师制度都是它们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

也是各自社会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律师作为独立的职业群体

，其活动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际交往到货物贸

易，从经济投资到政治决策，可以说，没有一个能离得开法

律和律师的帮助。 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民主进行考察之后，

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美国是一个由律师统治的国度。律师

在社会上地位之高，影响之深，以致人们称他们的事业为“

自由地诠释真理”。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

范》第四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维护

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而胡乔木的一首称颂律师的诗句也常

常为我们的律师所津津乐道、广为引用--“你戴着荆棘的王

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

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在诗中，律师

仿佛和法官一样成了正义的化身。特别是当事人在律师的努

力之下权利得到实现之后，这样的评价和定位就会进一步强

化，并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很多律师正是怀着维护社会正

义的理想选择了这个职业，并将它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法

治社会中，律师之所以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

用，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律师是以实现正义为自己的职业价值

取向的。这种以实现正义作为自己职业追求的品格与现代法

治社会的价值选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法治社会中的律师

职业必然要求应把正义的实现作为其第一选择。 1、律师是

法律的实施者，其特有的身份与地位为律师职业的正义价值

取向提供了必然。 在西方国家，律师担当着维护宪法和法律



正确实施的责任和使命，在某种程度扮演着司法协助者的角

色，如加拿大律师法规定：“律师属司法辅助人员系列”；

日本则把律师称为“在野法曹”。西方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是

由法律明确赋予的，如日本《律师法》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

“律师以拥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律师必须根

据上述使命，诚实地履行职责，为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改善法

律制度而努力”。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指

出，律师专业组织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向一切需要他们

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

和公共利益的目标”。 美国的法官与律师尤其具有“血缘”

上的关系，律师和法官其实构成了一个职业共同体，在组织

关系和职业伦理规范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

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职业同样

要承载法律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追求，即追求宪法和法律在

社会中的实施。律师不能因为其身份的独立性和职业的商业

性而放弃法律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正义追求。 我国正处在社会

转型和社会高速发展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利益的分化

和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大量的社会问题涌现出来，正在或

将要成为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如交

通事故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医疗事故问题、房屋拆

迁补偿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法律问题又可以说是一个政治

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具有社会性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牵

涉社会一部分人的利益，处理起来相当棘手。在这纷繁芜杂

的变革激流中，律师应该鼓足道德勇气，勇敢地为这些问题

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坚守自己的职业

伦理要求，本着对法律和法律精神诚挚的理解，忠实地维护



他的当事人的利益。 对这些问题的直面或回避，可以说已经

不单纯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是直接关涉到中国法治国家与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法治一如权利，需要人们

为它的实现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律师是具有法律知识和

法律技能的专业群体，在实现法治的道路上更应该义不容辞

。律师除了直接服务于当事人的权益以外，还必须捍卫社会

的法治和正义，坚守自己的形象和信条，成为社会主流价值

的代言人和法治的守护人。 2、法律是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其独立性为其追求正义提供了可能。 法治社会目标的确立，

客观上要求一支独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支撑，而律师则

是这个共同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律师的法律服务活动建

立在和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因此，律师能否开展

法律服务，关键取决于能否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而信任的前

提条件是律师职业必须具有自己高度的独立性。试想，如果

律师职业成为法院或司法行政系统的附庸，那么，何谈当事

人委托律师的理由呢？律师职业就其本质属性来说，就是通

过独立的工作方式，运用法律的手段保障和实现当事人的正

当权益，并进而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

一个根本要求。 律师只有独立于一切非法律的因素之外，才

能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表达自己对法律

规范和法律精神真诚的理解。律师如果在身份上仍隶属于某

个单位或某个个人，就无法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展扬自己的个

性与自由。律师的独立包括二个方面： 一是独立于委托人。

虽然委托人与律师建立了委托关系，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律师是以其自身品格与法律素养

执业的，如果委托人有违法或违反了道德伦理行为, 其行为对



于第三人或公众利益存在着潜在的危害, 律师应从维护法律正

义、忠诚法律出发规劝委托人放弃不正当利益或行为, 运用法

律意识教育当事人做守法公民, 以拒绝不合理要求，而不能一

味地满足当事人的无理要求，更不能为了迎合当事人铤而走

险，以身试法。 二是独立于法院和法官。律师如果没有独立

于法院和法官的职业操守和法律品格，就会在办理案件的时

候想方设法与法官拉关系，请客送礼，甚至于直接向法官行

贿，而不是更多地把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讨事实和法律。律师

应当以自己对法律的信仰与理解向法官阐明对案件事实与适

用法律的观点，以自己的智慧与职业素质赢得法官的尊重，

而不是靠非程序的因素影响法官做出判断。 前不久最高人民

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

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可以说暗含着对律师与法官关系

畸形的隐忧。《规定》的出台，既为维护司法公正对律师与

法官进行了行为约束，又为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给予了规范性

指引。然而这些还不够，律师职业要实现独立和自由，首先

要求立法上明确律师的性质和身份。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发

展进程表明，法治如果说是‘法官之治’更毋宁说是‘律师

之治’。 只有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

参与，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司法权的尊重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人

们对法律和律师服务的需要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在即将修订

的《律师法》中，必须明确规定律师为独立和自由的法律服

务者，否则律师仍将很难获得社会广泛的信赖，而这必然又

会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律秩序的追求。 3、律师是

面向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其广泛的社会活动空间为其实现正



义提供了选择。 律师职业的特点决定律师的舞台不是滔滔不

绝地进行理论阐述的三尺讲台。律师是精通法律、维护正义

的人，因而对法律所确认的公平、正义，应当有比一般人更

为深切的认识，更为透彻的领悟，更为强烈的信念。律师是

通过个案实现社会正义的，律师办案的过程也就是伸张正义

的过程。律师通过向个别当事人的服务，推进了社会的整体

文明和进步，法制的健全和完善。 毫无疑问，维护当事人的

利益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职责，是作为律师职业伦理的一项基

本要求。问题是，如果当事人的利益与正义的原则发生冲突

时如何调和？律师应当由正义，而非当事人利益所引导。律

师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时候，不能够只考虑法律规范本身的

问题，从而利用法律规范满足当事人的任何主张，而应当对

那些决定法律规范之存在的更根本的价值予以考虑，这里首

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正义原则。如在损害赔偿案件中，加害人

必须根据其主观过错、加害行为大小和致害结果的严重程度

承担侵权责任，必须为其侵权行为代出法律代价，否则就无

从实现校正正义。 为此，律师在代理侵权案件被告方时，应

本着正义的理念向当事人解释并说服其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而不能只考虑替当事人摆脱责任。同时，加害人承担的责

任又不是漫无边际的，其承担责任的大小应与其主观过错和

致害结果相当，律师应查明可以减轻或免除当事人责任的事

实与情节。为此，律师就不能在接受委托后，仅仅是流于形

式地被动替当事人走完法律程度，否则，就无从实现民事责

任中的分配正义。可见，律师职业的正义价值取向与为当事

人提供服务并不冲突，律师的职业伦理所要求的“为当事人

服务”同样应当服从正义的原则，不能将正义抛弃一边，更



不能做一个没有灵魂的法律专家。 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天早上，海水把许多小鱼留在了沙滩，一个小孩正奋力将

一条条挣扎着的小鱼抛向水中。有人过来问小孩：你作得完

吗？谁又在乎它们呢？小孩却一边抛一边说：这条在乎，这

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可能没有去计较

一个律师总共实现了多少社会正义，但对律师服务的对象来

说，每一个案件就是给予当事人一次相信正义、看到正义的

机会。律师执业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阐述法理与宣讲正义

的过程。 一方面，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可以社会生活中

的庞杂现象概括成法律现象，将众多因素提炼成法律因素，

从而可以帮助当事人理解陌生的“法言法语”里蕴含的真实

意义，从而帮助当事人理解并相信法律隐含的正义理念。另

一方面，在法律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套有

别于日常社会生活的逻辑思维和规则理念，如“举证责任倒

置”、“无罪推定”等，没有专业法律人员的帮助，当事人

难以理解和掌握。律师能够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将具体案件同

相应的法律法规联系起来，从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促进法律

权利的兑现和法律秩序的产生。因而，律师的产品不是简单

的劳务过程，而是一种渗透着正义理念的精神服务。 4、律

师是精通法律的职业化群体，其对法律的深刻的理解与独有

的钟情为其追求正义提供了保障。 律师是精通法律的专业人

员，他能自觉地以法律作为衡量正义的标尺，基本准确地判

断社会生活中的不正义现象。当他看到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

象有违正义时，能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替公众讨还公道。 近

年来，律师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案件，如2002年2月28

日，河北律师乔占祥不服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涨案、同年，1



月23日北京律师程海起诉铁道部不履行职责导致自己未买到

火车票案、7月14日，北京律师、法学博士李刚起诉全国牙防

组收费认证案、8月24日北京律师王福江起诉国家林业局拍卖

野生动物狩猎权案，还有的律师为了捍卫消费者对邮政服务

的了解权而起诉了邮局，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对公安部提起

了诉讼，甚至有的律师为行政部门多收律师资格证书的工本

费而要求起诉等。 通过这些诉讼，我们看到了律师的正义感

，这是一种自觉地维护正义的力量。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严格分野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公安、检察、法院机关是

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失去了介入市民社会不正义现象的

法理基础，特有的身份与地位优越感也使他们不愿介入，而

律师自觉地承担起了本来就不应由他负担的义务，体现了一

种责无旁贷的道德责任感。 有的人认为这么做有点荒唐，或

者认为得不偿失，并且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然而，这些

案件中的律师，通过诉讼想要得到的回报，并不是请求被告

给付多收的几十元钱或几角钱，或者根本就没有关心自己的

钱，而是勇敢地发动对习以为常却并不公平的社会堡垒的冲

击，向漠视民众利益的权威机关挑战，以促使被告忠实履行

自己的法定职责。律师们以自己微薄的力量矫治正义的行为

，是法治实现的舆论力量，是默默无闻、艰难探索的民间正

义力量，更是对法治的一份期待和推动。虽然大多公益案件

的结果是法院不受理，或者驳回起诉，胜诉者凤毛麟角。然

而，不能否认的是，律师公益诉讼本身就是影响，那些看似

微弱的义举也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正

义离公众也越来越近。 正义，是人类共同向往的理想和境界

，从实质上讲，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



上层建筑，但正义又是活生生的，实践着的。立法可以说是

法律对利益的第一次分配，它应当符合并体现正义；法律实

施可以说是法律对利益的第二次分配，它也应当符合并体现

正义。现代法治社会之所以需要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当事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或

无知，而主要在于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为社会传达一种

正义与法治的精神，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强调律师

职业的正义价值取向，在当前的中国法治现状下仍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虽然随着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律师职业在

维护人权、实现正义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民众广泛的认同，

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对律师职业仍抱有根深蒂固

的歧视和偏见，这种现状是不利于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要

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律师从业人员从自身做起，以维

护社会正义为己任，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职业形象，为律

师广泛、全面地参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奠定坚实

的群众基础。 （作者：袁振甫，甘肃煜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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