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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能感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但是，贺卫方教授在提倡

律师参政议政这种理想状态时，好象很少关注律师的生存现

状。贺教授曾写过一篇题目为《法治之路上的四只拦路虎》

，我认为，在律师参政议政的路上也有四只拦路虎。 第一只

虎是法律人之间相互缺少理解。由于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实行

较早，目前律师大都经过这种严格的考试，这使他们有理由

认为自己是法律职业中知识层次整体较高的，甚至以此自命

清高。但法官和检察官却以“官为本”的潜意识拒绝对律师

的认同。虽然司法统一考试后，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有了

共同的知识背景，但这种共同的知识背景并不会自动成为对

法治的共同信仰，把三者看作是法治社会的三大支柱。要清

除律师那种虚弱的清高气和“官本位”意识造成法律职业人

之间的隔阂，应使律师有制约法官、检察官的权力，这当然

不是律师个人的权力，而是律师运用社会监督权对法官、检

察官行使公权的制约。这种监督是公开的，又是律师能充分

享受到的。随着法律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深化，如果律师不能

运用这种监督权，社会对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可能会化为空

谈。 第二只虎是社会对律师行业的认识定位。长期以来，由

于受司法工具论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对律师的认识定位还停

留在“讼师”、“辩士”之上，而没有把律师看作是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者。律师的辩论是在法律的范围里偏重于对

合法权益的强调。而在很多人的眼中律师却是是“把黑的说



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狡辩之士。建房子有必要请建筑

师，生病有必要看医生，但签合同、调解事务不必要问律师

。发达国家的律师收入主要是公民咨询和企业法律顾问，而

我国律师收入绝大部分只能靠诉讼。我们尚未形成一种把公

正当作学问的观念并否认律师对公正和善良艺术的掌握。社

会对律师的这种定位错误使律师参政议政成了一厢情愿。 第

三只虎是律师在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缺位。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的社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一些数字的增长

上，更表现在一种先进的文化正在不断形成。人的娱乐生活

丰富多彩，人的文化水平在提高，思维方式在改变，对改革

的承受力在增强。但在这种先进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律师不

是象作家、哲学家那样成为传播者，而是和大众一起成了承

受者。这和多数律师对人文科学视野狭窄有关。美国政治型

律师能大量参政议政离不开美国律师对美国文化的创导。而

我们律师如果不自觉地做先进文化的启蒙者、建设者，不自

觉地去实践“三个代表”，即使能急功近利地成为参政议政

的代表，也会产生“橘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却为枳”的

悲哀。我认为政治型律师首先应在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建

设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要拓宽自己的人文科学知识面，使

自己不但能清楚地向群众解释法条，而且能肩负起传播法治

文化的重任，坚实自己作为人民代表应有的基础。 第四只虎

是律师目前的社会地位。“律师兴则国兴”律师作为具有理

性的社会力量兴起并参政议政，对于社会的稳定、自由、繁

荣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律师的参政议政应是广大律师在政

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不仅是一些有钱的大款律师成为人大

代表。发挥律师在参政议政的作用，首先要大力提高律师的



社会地位。目前，律师的维权工作由律协负责，律协这几年

也确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协会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律师的

维权工作直接由人大的法工委负责，情况肯定不同。其次，

现在取得律师资格后，先要辞去原来的工作才能成为执业律

师，但律师业竞争剧烈，一旦辞去原来的工作，面临的最迫

切问题是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参政议政。如果把允许兼职律

师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法务人员，这对于改善律

师的生存状况，让律师和社会保持更密切的联系都有好处。

另外，司法统一考试后，应在培训等方面统一管理，这不仅

对律师有好处，对法官、检察官的提高也有好处。 律师社会

地位的提高并广泛地参政议政，可以为依法治国提供牢靠的

社会基础。而且，其难度和交易成本可以说是司法改革中最

小的一环。只是我们所有执着于法治的朋友必须看到律师参

政议政路上的拦路虎，并象贺卫方教授所说“打之而后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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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