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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活生生的人组成，法官既有他们的职业优点也有他们的职

业缺点，更有他们的个性优点和缺点。律师与法官是两个不

可分割的群体，并且在相互配合、共同参与，以保证司法审

判程序的完成、完整和完美。所以司法审判首先是一个严谨

而严肃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个性而又丰富多彩的过

程。 法官是人不是神，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法官与律师都被人们神化，法官因为带有个官之而被

人奉之以父、奉之以神，而律师虽然是社会工作者，但却也

被赋予了神职人员的色彩。由于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神话般的

人物，铁面无私的包公、包青天，使得“日审阳、夜审审阴

”就成为普通百姓对法官的最高的精神要求和追求，就是职

业律师也免不了受其影响，也或多或少地存有对法官“视之

若父、视之若神”的心理取向。律师对法官的情绪、抱怨、

憎恨、愤怒等也往往是因为来自“视之若父、视之若神”的

心理取向。 现阶段，中国的职业法官： 1、大都是从家门校

门、从校们到衙门，他们大都经历简单、阅历浅薄，缺乏广

泛的社会实践和人生体验，对现实社会的错综复杂与人世间

的苦难没有切身的体会，于是从法官就成发从旁观者到旁观

者的职业、从旁观者到裁判者的职业，相当于一群不会游泳

的人担当于游泳比赛的教练和裁判。这一群人如能承担起“

文明社会的良心”和“道德力量的典范者”的使命和责任，

不能不让人担忧。 2、中国的法官脱胎于“司法隶属于行政



”的传统的，至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法官从根本上不

可能有自己独立社会人格和职业人格；由于法官在政治上、

组织上、经济上都处于从属地地位，导致中国的法官在整个

司法系统中始终在扮演一个“二奶”的角色； 3、由于从整

体上法院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法官也没有相应的经济地位，

所以法官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个人角度，就不得不做许多原

本不该做的、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事来；法官的威信下降

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该做的没做好，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

的“不该做的、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事”； 4、从整体看

法官个体，集体人格的缺陷往往导致个体性格的畸形发展，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法官都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和人格障

碍，心理障碍还可能通过学习、教育、培训、人生经历来重

到改善，而人格的障碍往往是依靠他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

的。而整个法官群体乃至全社会对这个问题仍处于无意识状

态。 现在全社会都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法官或法院的

现状和无奈，全社会都采取最弱智的做法，对司法审判过程

与法官进行严加监督、约束、管教、考核，就像一个没有文

化、父母，总是用打骂、约束、限制甚至捆绑来阻止其孩子

犯错误。 一群原本就就不大懂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行政官员、包括政法委或者他们的法律专业水准还远没到可

以指导法官的程度，就借助他们地位和身份的优势对法官横

挑鼻子竖挑眼。就这样，法官的“手脚”被绑得越来越紧，

司法审判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对当事人利益的关心，而

是对自己的利益的关心，现在法官办案的第一追求是：为了

自己免受办错案件的处分和处罚。基层法院与法官的无奈，

演变成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行使自己的释法权，



制定出一些保护法官，为法官更容易“合法地”办案、不办

错案提供法律上便利的司法解释和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

几大证据规则很大程度是为了保护法院和法官的司法独立和

权威，而不是为了更好地承担“文明社会的良心”和“道德

力量的典范者”的使命和责任。 但是，最大限度地释放个性

是每一个人本能的追求，法官是人不是神，一方面会想方设

法转移他们的无奈和无助的情绪，同时也会充分利用一切机

会和可能为自己创造“尊严与权威”，在现实生活中能让法

官充分获得尊严和权威的相对人就只有两群人，普通的当事

人和律师，但是从普通老百姓那儿获取自尊与权威容易产生

道德上的罪恶感，于是律师在帮助当事人行使自己的权利的

时候，又多了一个使命和责任，就是非功过帮助法官找回自

尊与树立权威。 所以作为一名律师： 1、走进法院的第一件

事，就是要学会尊重法官，给法官以做法官的尊严和权威，

如此律师哪怕专业水平差一些，法官都会用自己的专业之长

来帮助你弥补；但是，如果律师不懂得如何尊重法官，律师

的专业水平再高，都会被法官的智慧搞地落花流水，脸面全

失。北京的很多牛律师，经常在外地被法官收拾得没鼻子没

眼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北京律师最爱搬弄什么关系、背景

、记者、媒体等来吓唬外地的法官，有的时候往往是适得其

反，因为在这个时候，打败你远比尊重你更容易获得“尊严

和权威”的快感。 2、对于不同的案件，要懂得选择法官的

重要性，这从法院分配案件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了。一般的案

件按事先设定的分配方式进行，但是对于重大案件或重要案

件，院长或庭长往往都会分配到指定的或特定的人手上或者

他们认为有把握的法官手上，法官之间不公有个性上的差异



还有能力上的差异，经验会告诉他们某些案件给某个法官办

一定办出好的效果来，如果给某些法官办一定会办出不好的

效果来。 法官不可能千人一面，如果对法官没有了解，可能

会因律师与法官的个性冲突、信念冲突、情绪冲突等导致律

师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李敖《李敖有话说》节目中讲过

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期间，有一位德国风流女间谍原本可以

不被判处死刑，但是由于法官本人对性乱女人有来自家属的

偏见和仇恨，于是这法官毫不留情地判处了这位女间谍的死

刑。 3、诉讼的方案，不能仅仅就案论案，必须首先考虑到

对法官的尊重，每一招、每式都要充分考虑对法官的尊重，

律师在法庭上更多的是一位心理专家，学会因势利导，由浅

入深慢慢托出自己的观点与方案，要注重与主办法官的办案

特点和风格对接，最好是让法官说出你想说的话。切忌在因

言语不慎引起法官的在情绪上的厌倦与对立，但是在诉讼策

略上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方式与步骤，把对方律师引入与法官

对立的陷阱。笔者惯用的就是利用对方律师的准备不充分，

在质证过程，故意打乱对方的证据顺序，采取步步紧逼的手

法让对方律师在手忙脚乱中，在法官一次次的抱怨中惊慌失

措。 4、对于或有偏见或偏执型的法官，必须提前为二审或

再审准备，把当下的诉讼和法庭审判过程当二审或再审的准

备素材的过程，为此必须放大对立、刺激偏执，诱导法官犯

更大的偏差，直至把法官彻底引进死胡洞。因为法官的错误

越明显、越显而易见，二审或再审改判的可能越大。在现有

的法官考核机制下，上下法院与法官往往都已经形成了“同

病相怜”的照应模式，谁都不愿意因为法官办错案而被处分

与处罚，如果错误不是显而易见的，则改判的可能就会很小



。 5、对有些特殊的案件，需要一些特殊的策略。例如律师

去外地办案，最好有当地律师的帮助，对当地法院与法官一

无所知的情况下，贸然出手很容易失算；对某些案件如果遇

到特别偏执的法官，与其继续下去，不如早些撤退，另谋他

折，如某女法官本身在婚姻中就是一位被背叛者，而你的男

当事人恰好就是一位婚姻的背叛者，如果这样的离婚案件到

了这样的法官手上，显然法官作出对男方有利的判决的可能

性就会大大降低，这样的案件如果继续下去，不如建议当事

人早些撤诉，重新选择时机另行起诉。 总之，律师要面对这

样残酷的现实： 1、法官是人不是神； 2、法官不能包青天，

不能做到日审阳、夜审阴； 3、法官不是“文明社会的良心

”和“道德力量的典范者”。 4、和普通人一样，法官仅仅

是有了一点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阶层； 所以，对他们

不要寄予太高的精神期望的追求。律师在办案中，既要避免

犯神化法律、神化法官的低级错误，当然更不能神化自己。

作为律师既要有驾驭和影响诉讼游戏的高超的技能，更要善

于同人性的弱点周旋的才知和智慧，因为影响诉讼的结果的

不仅仅是法律，法官的判决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个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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