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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F_BC_8C_E6_c122_481713.htm 近日，中国律师网

转载了一篇题为《张律师改行捡垃圾》的文章，之后不久，

中国律师网又发表了署名蔡福林的文章《律师你为何要改行

捡垃圾》，两篇文章读后，都让我感叹唏嘘。 蔡福林说，做

律师不容易可以理解，改行当老师、做生意、搞写作或其他

职业均不足为奇，但改行捡垃圾除了特殊的原因外，就像声

言出家做和尚一样透出了对律师职业的不期待、心灰意冷地

意味，总是让人有一种悲凉的、无奈的感觉。也许有人会说

在中国古代，有皇帝不愿做甘愿做和尚的人，律师有什么神

圣，捡垃圾有什么稀奇。确实，个别人的特别行为不能代表

什么，即使你对某个职位某个职业丧失了信心，难道别人就

放弃了追求、泯灭了希望？！肯定不会。 我同意蔡先生的看

法, 个别人的特别行为不能代表什么，即使你对某个职位某个

职业丧失了信心，难道别人就放弃了追求、泯灭了希望？！

肯定不会。 但是，我个人认为，张律师改行捡垃圾的二次择

业现象，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特别行为了。 2006年10月23日

，法制晚报报道《律师收入差别大 两成人“饿肚子” 》文章

说“北京律师收入不高，年平均收入为7万元，但有20%的律

师日常生活难以为继。”在刚刚结束的“律师事务所论坛”

上，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彭雪峰这样评价被社会普遍认为是高

收入者的北京律师。 有调查资料显示，80％的案源和业务掌

握在20％的律师手中，目前北京律师行业两极分化严重。 无

独有偶，就在同一天，《广州日报》发表署名李纲、练情情



的文章《广州律师外表光鲜难掩生活艰辛?>》，文章说，调

查数据显示，律师的收入状况确实不如外界所认为的那么高

，很多律师光鲜外表的底下，掩藏着生活的艰辛。而且律师

行业确实存在着收入严重不平衡的问题，部分律师收入极低

。 有79％的律师年营业额在20万元以下，其中3万元以下的达

到了20％。而如果从中刨去律师工作成本，仅计算其可支配

收入，处于年收入仅为3万元以下的低收入律师比例则为35％

，90％的律师可支配收入在20万元以下。但是也不排除有超

高收入的律师，其中就有1％的律师其年可支配收入在百万元

以上。 这两篇文章不约而同真实的揭示出北京和广州这两个

中国经济最发达、律师行业发展也最活跃城市的律师现状--

外表光鲜其实生活艰辛，甚至两成人饿肚子，日常生活难以

为继。 身为律师，我认为两篇文章所报道的内容和情况真实

客观，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

不及。 当北大清华法大人大的法学教育家们站在明亮的现代

化教室里给憧憬未来的学生们口吐莲花讲述着“为权利而斗

争”的时候，他们哪里会想到他们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他

们正在从事律师职业的学生，被他们灌了满脑子法律思想的

学生们还有很多人在为“不饿肚子”的权利而斗争。法学教

授们一定会认为《张律师改行捡垃圾》是一篇童话或者寓言

，而在课堂上听教授们妙趣横生的讲解民法刑法国际法的法

科学生们看到《张律师改行捡垃圾》一文，也一定会认为是

“个别人的特别行为”并“不能代表什么？”他们依然会披

星戴月埋头苦读争先恐后参加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孜孜不倦追

求律师这一高尚的职业。 身为律师，我了解我的同行。他们

在法学院的课堂里曾经也埋头苦读过争先恐后过。他们在追



求律师职业的崎岖山路上也曾经孜孜不倦过披星戴月过。 然

而，真实的现实就是如此。 正如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主任胡

福传所说：“律师已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视为高收入的阶

层转为低收入、无保障阶层。”而在他向记者展示的该所律

师工资单上，多个律师因为没有接到案件而又要向律所交保

险、管理费等，工资竟为负数。 胡福传说：“律师的收入是

呈金字塔式的，高收入者处于顶端，为极少数，有百分之七

十以上的律师生活艰难。”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真实

的律师故事。 这个故事是北京的一位著名律师讲给我的。最

初，他的助手讲给我，我不信，感觉是在说一个笑话。后来

，这位著名律师亲口讲给我听。我信了！信的我瞠目结舌。 

故事发生在2005年的冬天，著名律师和他的助手到山西的一

个地级市开庭。 庭审完的那天晚上，著名律师感觉很累，于

是叫上助手到住地附近的一个足疗中心洗脚解乏。刚刚在沙

发上躺下，房间内就走进来了两个男性按摩师。其中一个走

到著名律师的面前。突然愣了一下。然后该按摩师向著名律

师微微的鞠了一躬。轻声的说：某律师，你好？我来为您捏

脚。某律师也突然一愣。十分惊讶！礼貌的向按摩师点了点

头。按摩师俯下身开始为客人按摩。助手也很纳闷，他怎么

会认识岳律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某律师是中国名

律，电视上常见。 捏着捏着，按摩师说话了。“某律师，我

很佩服您，也很崇拜您。不怕您笑话，我以前也是做律师的

。干了几年，感觉自己干不了这行。既不会拉关系，又没有

什么背景，干的太辛苦了，于是，改行，到这里做按摩师了

，感觉还不错，最重要的是心不累了⋯⋯”某律师听完一句

话都没有说。作为中国的大律师他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



。某律师马上站起身来。终止了按摩。听助手说那天之后，

某律师好几天都没有笑过。 当这位律师把这个真实的律师捏

脚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的神情是无奈的，他的语调是

缓慢的，他的心情是苦涩的。 这个故事我一直不敢讲，更不

敢写出来。因为，《中国律师年鉴》书写的都是某某律师成

为某法院的副院长，某某律师成为某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的事

，什么大案名案才子精英，光荣与梦想。 我的同事说，律师

成按摩师和张律师改行捡垃圾等等这样的故事将来只能写进

《中国律师野史》。 我问：为什么？ 同事回答说：因为这些

故事，与法治无益。与律师无光。 我迷惑：可是，这是真真

实实存在的事实啊！其实张律师也不想改行捡垃圾，那位山

西律师也不想去给人家捏脚。他们也想学有所养，他们更想

学有所用。用他们多年来摄取到的法律智慧和阳光去照耀开

启文明的未来，美好的人生。然而，现实社会中他们却不能

用其所掌握的法律之技养活自己。 怎么办？谁之过呢？ 《法

制晚报》和《广州日报》的两篇文章，张律师改行捡垃圾和

山西律师成按摩师这两个真实的故事，象四把锋利的毒剑划

的我遍体鳞伤。 既有事实，又有证据。 中国律师，我的同行

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吗？ 当其他国家的律师改行去

竞选总统和议员的时候，中国律师却改行去捡垃圾，改行去

当按摩师。 尽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落伍者，尽管“28定律”现

象是每个行业都存在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律师业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28”了，确实不够正常。其原因多重复杂，

地域的，文化的，经济的，立法的，个人的，性格的，水平

的，⋯⋯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以断定，

中国律师的执业之旅崎岖而又坎坷，任重而又道远。 文章结



尾之时，忽然想起，冯象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中国要律师

干吗？》，冯先生慧眼独具，一笔道破天机。 律师，我的兄

弟姐妹：面对现实吧！ 上帝保佑我们吧！ （作者：杨大民，

京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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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