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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可以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境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毕竟，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做官就意

味着衣食不愁，意味着有了保障，有了普通百姓所不能拥有

的东西。就会光耀列祖列宗，就会飞黄腾达。官做得越大，

特权也就越多，甚至会拥有一切。谁都知道，“大小做个官

，甚于卖纸烟”，“官大一级压死人”，“千里来做官，为

了吃和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做官的好处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当然，也有不愿意做官的，这

并不是他们本意不愿意做官，而是能力使然或环境因素或其

他的原因，使他们做不好官或没法子做官，最后来个看破官

场不去做那窝囊官。如今，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反正，不

做官会更轻松更娴情逸致，历史上弃官为民的例子也很多。 

法官在老百姓眼中就是官，但老百姓还是多少不太了解中国

的法官，中国的法官充其量是一个审判官，而且他还不一定

有自主权，因为在他的上面或上面的上面和周围的上面有无

数的管法官的官，所以与现实意义的官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公正司法或司法为民是要付出代价

的。从这个层面上看，法官没有独立性，我国的法官不应是

官。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

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

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的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

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



自何方和出自何种理由”。“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法官应

与其司法界的同事和上级保持独立”。我国的法官，无论是

管理体制上，还是在裁判案件中，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常

困难的。事实上，大多数法官在履行公务员的职能，也享受

着公务员的待遇，再在人治社会中去步履维艰地实现法律公

正。这就是我国法官的职业状态，从这个层面上看，法官应

是司法官。 既然法官是从事司法的官员，将法官称为司法官

是再妥切不过了。这无疑也要求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

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

则它形同虚设。”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果

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不信仰法律，任何要求公众信仰法律

的想法都是荒谬的。19世纪美国著名的米勒法官曾经说过在

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得凌架

于法律之上，所有政府官员都是法律的仆人，都有义务服从

法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法官应该是法律最忠实的仆

人，除了善良地运用法律进行裁决外，没有任何别的任务。

如果连作为“法律的保管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任何要

求人民守法的论调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的

强盗逻辑。对此，培根曾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

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

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

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法官在

执业中应格守职业操守，做到公正、中立、平等地对待案件

的每一方当事人。如果法官对一方当事人心怀偏私，那么对

可怜的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只有向隅而泣或只能求助于上帝和

偶然的命运安排了。法官还应慎用和正确地适用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

易伤害正义，甚至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将成为其作恶的

工具。因此，任何法官都必须慎用裁判权。事实上，几乎所

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

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

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怀着伦理

学者万俊人先生所向往的那种“住在神的近处”的情感以及

类似但丁理想中美丽善良的少女贝阿特丽切的引导、歌德心

中的那种“永恒女神的指引”和虔诚的教徒灵魂深处的那种

“神灵的启示”，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法又合乎人

性的合理判决。以上说明了，法官有良知，方能司法公正。

据此，可能说明，法官这个“官”还是不简单的。 既然做一

个法官不易，那么在现有的环境下，“好法官”这个官当得

恐怕也不会轻松的。因为中国不是三权抗衡的国家，法治的

意义还很抽象和原则。我们的法院和法官毕竟是受制于人的

，人、财、物的控制权不在法院，管法官的人可以不学法不

参加司法考拭甚至不必要懂法，法官的命运还是受他人控制

的，公正司法也是符带条件的，还要讲政治、讲党性、讲原

则、讲稳定、讲国情、讲习惯、讲。。。。。。也还有为数

不少的滥竽充数的法官仍然在一次次地污染着法律的水源，

让老百姓对法律不怎么相信，对法官有着一种陌生感甚至有

敌意感，这也使相当一部分立志献身法治的良知法官的积极

性大减，让他们危机四伏，让他们看不到希望。法治之路依

然非常漫长，法制的春天还不能到来。据此，法官依然不是

官。 古人说得好“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那

时的官，日常的事大多也是当今法官的工作，他们为民作主



的思想境界让后人景仰，那种精神也流传百世，至今还在警

醒着人们。已跨入21世纪的世界，不知是什么原因，冤假错

案此起彼伏，告状、上访的成“大军”了，相当一部分官的

诚信丧失殆尽，当官的不象官，法官不象法官，民不象民，

谁还能替那老百姓替那良民作主呢？这，着实让人怀疑：这

个社会是怎么了？ 既然，在官的位置上不能为民作主，党的

领导干部也好，政府官员也好，司法官员也好，还是去卖纸

烟吧。法官也是一样，当法官就得为民作主，做法律最忠实

的仆人，做一个称职的好法官；否则，只有回家卖红薯。编

辑：汤昊 haot@acl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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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