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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把律师本质界定为附属于国家并按照国家的某种管理体

制为主要运作手段。在我国，关于律师的国家化的表述很多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近几年

，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律师的本质就是“维护法律的正

确实施”。这一看法派生于“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是律师本质国家化的观念在当今的表现。 实际上，律师本质

的异化以及国家化问题，是与人的本质问题紧密相联的。而

人的本质问题是一道早已被历史唯物主义破解的哲学命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运

用唯物史观来界定和诠释律师的本质，从而认清律师本质国

家化的实质并将其彻底扬弃。 一、律师的本质是律师与当事

人的生产和物质关系的总和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基督教认为

，人是上帝依照其概念创造的，人本质先于人的存在。德国

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他认为

“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本质，是和自我意

识等同的”。 费尔巴哈严肃批判了黑格尔的思想。他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超自然的、想象的，而是实在的、自然的，

不是来自人以上的，而是来自人以下的，是有自然深处而来

的”。“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本质

，是他的真正、客观的我”。但是，费尔巴哈关注的是人的

非历史的自然方面，而忽略了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方面。作为

哲学家，他远远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在批判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给予了人的本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回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主要是： (一)、马克思认

为，人的本质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自我意识”，

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 (二)、马克思认为，人

“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即自己生命的对象。

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

）人的本质是“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凭借对象表现自己

，这一观念延续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的思

想。 (三)、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纯

粹自然的本质”、“类本质”，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社

会联系，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

会关系、社会本质”。（3）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在这

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和物质关系。 根据马克

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我们很容易理解和认清律师的本质。

律师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主体之一，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和物质

关系中才能产生、生存和发展。律师的本质“直接地是自然

存在物”；律师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就是当事人，没

有当事人律师就是无法“表现自己的生命”；律师的本质就

是它赖以产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们因为社

会分工而处于不同的职业群体。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律师要

生存，必须向当事人提供服务，并从当事人那里交换物质利

益。他与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生产和物质关系，是律师生存、

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与当事人这一生产和物质关系，律

师就成为无源之水，根本无法生存和发展。从律师与当事人



之间的生产和物质关系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律师通

过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从而换取当事人给予的物质报酬

，这种单纯、直接、不断发生的服务和物质的交换，决定了

律师的本质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因此，

无庸置疑，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生产和物质关系就是律师“

公开的本质”！ 二、恩格斯首先提出并质疑律师的国家化 律

师国家化这一概念是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1891年6月18日，

理?费舍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

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29日，经过10天的研究，

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对该纲领提出了分析批判。在这些内

容中，针对“免费的诉讼程序和免费给以司法上的帮助”和

“医疗和医药免费”，恩格斯指出：“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

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1、律师，2、医师，3，药剂师、牙

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而这又是否和前面

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一点相一致？”。（5）由于

恩格斯正忙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没有

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7月4日，从公布在《前进报》

上的经过修改后的纲领草案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采纳

恩格斯的这一意见。12月3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

“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实际

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要求“看来是小市民的

”，“譬如，免费诉讼辩护就是这样的要求”。恩格斯还说

“对此有理由提出异议。”（6）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恩

格斯对律师实行国家化提出了质疑，或者说，恩格斯认为，

如果坚持“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那么，律师、

医生等就不应当实行国家化。 应当看到，恩格斯提出律师国



家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遗憾的是，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依照恩格斯的立

场和观点，对于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科学的回答。 

有意思的是，在近百年之后，恩格斯所质疑的律师国家化，

却在我国成为了现实。80年代初期，我国恢复律师制度的时

候，把律师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当时，律师由国

家核定编制数量、由国家拨发开支经费、由国家评定级别薪

酬，由国家管理业务开展。可以说，我国律师实行了彻头彻

尾的国家化，律师成为附属于国家的某种工具。在我们这个

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家里，如果当时我们了解到恩

格斯质疑律师国家化的思想之后，我们还会把律师界定为“

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吗？我们还会实行律师国家化吗？我们

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相信，当时如果有人提出恩格斯的这

一质疑，我们一定会重新审视和界定律师的本质，避免弯路

，从而大大加快我国律师业的发展步伐 。 三、国家化是律师

本质的异化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律师的本质是律师与当

事人之间的生产和物质关系的总和。律师的国家化，就是将

原本属于当事人的代理人的律师转化成为附属于国家的某种

工具。这种转化就是律师本质的异化。 异化，这一概念来自

黑格尔。后来费尔巴哈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并留下了“神是

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闪耀唯物主义光芒的经典名言。马克

思也借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劳动、生产关系

联系在一起，给予了异化以全新的内容。我们指出，国家化

是律师本质的异化，无非也是借用这一概念，以便从新的角

度来认识律师本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还律师本质的

本来面貌。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的历史时，发现了人的本质异



化的两种形式。第一、是对意识、宗教、国家的异化，这主

要发生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第二、是对物、财富的异化，

这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律师的国家化属于马克思所说

的人的本质异化的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是这样描述人的本质

异化为意识的过程。马克思说：“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

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这

些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

现实的劳动”。（7）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把历史的发展描

绘成为抽象的人的发展过程。这样，“整个历史就成为‘人

’的自我异化的过程”。“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

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即生产和物质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

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历史”。（8）这就是说，人类的历史

发展依赖劳动和分工；离开了这一生产和物质条件来诠释人

的本质，人的本质就会发生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将人

的本质倒置，就是把人的本质变成为“意识”。 在思想领域

，人的本质的异化表现为“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之中，尤

其在政治领域，人的本质的异化则表现为国家。马克思在批

判黑格尔时指出：他“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是

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9）他“从国家出发，把人

变成主体化的国家”。（10） 这种现象在中世纪具有代表性

。马克思在鞭挞封建专制制度时说：“在中世纪，财产、商

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

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

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

域的特征”。“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11

）“政治国家成了国家其他一切方面的制度”。（12）在这



里，人的本质“是完成了的异化”。（13）这样，“政治制

度成为宗教的领域，成为人民生活的宗教。政治生活就是人

民生活的经院哲学”。（14）对社会“实际发生作用的不是

人，而是人的异化”。（15）由此可见，当人的本质由国家

决定，而不是人的本质来决定国家的时候，人就变为主体化

的国家，就变为法律规定的人。在这种头足倒置的历史观下

，人的本质就异化为国家，国家成为人的本质之外的客体，

并反过来从外部来支配、干预、束缚着人。 根据马克思关于

人的本质和异化的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律师的本质是律

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生产和物质关系的总和。只有承认并确立

与当事人之间的生产和物质关系，律师才能真正实现和占有

自己的本质。“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

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16

）如果律师不把自己作为律师，不把与当事人之间的生产和

物质关系作为自己的本质，这样，律师的本质就会发生异化

。律师就会从当事人的代理人转而成为附属于国家的某种工

具。国家化的律师本质是律师本质的异化。律师本质的国家

化，这是一种更深刻更隐蔽的异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

马克思痛斥的中世纪封建专制制度和唯心史观的残余。 四、

“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本质异化的思想反映 90年代

之后，我国开始清除律师的国家化。律师不仅摘去了“国家

的法律工作者”的“乌纱帽”，而且，律师逐步实行了合伙

制，从而铲除了律师实行国家化的物质基础。当时，为了避

免争论，没有有效地清除律师实行国家化的思想基础。这些

思想如同久治未愈的“病灶”，还会复发，还会变异。近几

年，有人提出律师的本质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就是



律师本质国家化的思想反映。 应当明确指出，“维护法律的

正确实施”是国家的职责，而不是律师的职责。恩格斯指出

：“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

关??公共权力，即国家。”（17）恩格斯还说：“社会创立一

个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

（18）这一机关就是国家。马克思也指出：“公职活动是国

家官吏的义务和天职。”（19）这清楚地说明，维护法律的

实施是国家的职责和权力，是公职人员的“义务和天职”。

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他的职责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如果律师也参与维护法律的实施，律师就离开、背

离了作为当事人代理人的职责，从而转化为附属于国家的某

种工具。由此可见，把律师的本质归结为“维护法律的正确

实施”，正是律师本质异化即国家化的思想反映。 值的注意

的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主张的中世纪的专制制度时指出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身’，即‘行政权’，通过‘

全权代表’进入市民社会的范围，以维护‘国家的普遍利益

和法制’”。但是，“他们不但不属于‘市民社会‘，而且

是‘反对’‘市民社会’的。这样一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

间的对立就固定下来了。国家不在市民社会之内，而在市民

社会之外。”（20）今天，我们所说的 “维护法律的正确实

施”与当年黑格尔主张的“以维护‘国家的普遍利益和法制

’”是何等相似！ 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律师的本质是“维护

法律的正确实施”，那么，律师就与“国家本身”、“行政

权”、“全权代表”划上了等号，同时，律师也就会脱离当

事人，并与当事人相对立。在我国，律师本质的这种脱离和

对立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前一段时间闹的风风雨雨的



“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应向司法行政机关通报”就是典型例

证。律师承担着为当事人保守秘密的义务，如果律师将案件

向政府报告，这不是泄露或出卖当事人的秘密和利益又是什

么？这样，律师不就与当事人“脱离”并“对立”了吗？马

克思在批评那些沽名钓誉的律师时指出：“他们只有在一个

把出卖人民利益给政府作为有利行业的国家里，才能获得高

官厚禄。”（21）对照马克思的话，那些主张“律师办理群

体案件应向司法行政机关通报”以及主张律师国家化的人们

是否应当扪心自问？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我国，尽管律师

实行国家化的物质基础已经铲除，但是，律师实行国家化的

思想还存在着，甚至还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

醒的头脑。 五、律师本质的异化导致律师本质的二重化 律师

的本质的异化，导致了律师本质的双重化。马克思在分析人

的异化的后果时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

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

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作为一个真正的市

民，他处在双重的组织中，即处在官僚组织和社会组织即市

民社会的组织中。”（22）在我国，异化了的律师，不得不

使自己的本质二重化：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当事人的代理人，

律师无法摆脱与当事人之间的生产和物质关系；作为虚幻生

活中的国家“全权代表”，律师却试图参与维护法律的正确

实施。前者是律师是当事人代理人的“尘事的生活”，后者

是律师作为国家“全权代表”的“天国的生活”。 但是，律

师的这种双重本质是相互冲突的。这种从律师本质中异化出

来的国家化，完全处于与律师固有本质对立的地位：律师国

家化的本质是神圣的，而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世俗



的；律师的国家化本质是至上的，而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

系则是次要的；律师国家化的本质是不可侵犯的，而律师与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可损害的。这样，律师的国家化本质

转而俘虏和取代了律师的固有本质，成为支配、束缚和统治

律师的力量。律师“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

普遍性。” “但是，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社会

一分子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25） 律师与律

师异化的产物-国家化的对立，在现实生活之中表现的异常突

出。马克思说：“人自身的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

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

讽刺画。”（26）的确，在我国，律师本质的二重化描绘出

律师现实生活的“讽刺画”：既然律师是“维护法律正确实

施”，却为何饱受“306”条款的煎熬？注1既然律师是“维

护法律正确实施”，却为何律师协会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

子？既然律师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却为何“律师不

得介入事故处理”？注2归根结底，律师到底是代表当事人的

利益还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无疑，这些困惑都是由于律师本

质的异化即国家化所造成的；同时，这也说明，律师的国家

化是脱离现实的，是与现实生活相矛盾、相冲突的。 正是这

种双重化的现实生活，使得我们的一些律师也认为律师的本

质具有双重性，即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并主张律师的本质属性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而为当事

人提供服务则是一般属性。这是二元论的历史观的产物。俄

罗斯著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在它们之旁（指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差不多永远存在着某种二元论体系，认

为精神和物质为各别的、独立的本体。”但是，“最彻底的



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于一元论，即借助于某一个基

本原则去解释现象。”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元论

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而且，主张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唯一本原。而二元论的历

史观则主张，物质和精神是各自独立的本体，社会存在和社

会意识同为社会发展的本原。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一元论的

历史观把生产物质关系作为人的本质，而二元论的历史观则

把生产物质关系和精神、法律、国家共同作为人的本质。马

克思在批判这种调和论时指出：“本质的真正的二元论是没

有的。”（27）因此，律师的本质不仅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而且是一元论的，即生产物质关系是律师本质的唯一本

原。而律师本质的二元论则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屈从、献媚

，甚至是投降，它最终将跌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说到底，律

师本质的国家化就是政府对律师领域的过度干预和错位管理

！只有扬弃国家化的本质，律师才能恢复原始的、单一的、

固有的本质，律师方可摆脱迷茫和困惑，律师就会“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8） 六、我们的

历史任务就是要使国家化的律师返回到实在世界 近来，有人

提出要加强律师的公共服务职能；还有人提出律师与法官、

检察官是司法共同体。总之，千方百计地要将律师与国家的

公共职能“挂钩“，与国家的公职人员“联体”。这种律师

本质国家化的思潮，挑战着律师的固有本质和核心价值。 实

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关于律师的论述，我们

可以直接而又全面地诠释和厘清律师的本质问题。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翻新律师国家化的思想。究其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原理，正确认识律师的本质，并对律师国家化的思想进行

彻底清算。 我们经常讲，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律师工作

。可是，我们口头上说的多，而行动上做的少。马克思的著

作中有那么多基本原理可以供我们学习，又有那么多关于律

师的论述可供我们研究。但是，我们在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时候，有多少人的头脑“下载”过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又有

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库存”？我们仅仅是用“复制”上级精

神和“粘贴”领导讲话来充当和替代马克思主义！当费尔巴

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这只不过是“把‘

共产主义’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29）对照马克思

的批判，我们是否也应当为自己的空话而羞愧？ 人的本质包

括律师的本质，涉及到人的最终解放问题。马克思说：“任

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0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

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31）我

国律师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应当认真和全面

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认

清律师所具有的原始的、固有的、现实的本质，彻底扬弃律

师国家化的思想，使律师真正实现和占有自己的本质。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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