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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_B8_88_E7_9A_84_E8_c122_481755.htm 本人曾经写过一篇

《律师与记者》的杂文，认为律师与记者的社会责任相同，

共同肩负着让社会民主化法制化的历史使命。有网友发表观

点认为律师其实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律师说透了与演艺歌

星最为相近，都想出名爱出名而且都在努力争取出名，名律

师与名演员歌星没有什么两样，律师忙着接案子挣钱就像演

员歌星忙着接片子赶演出。我不敢说人家说错了更不能说人

家说的不是事实。 前段时间有幸拜读邹光明律师写的《大律

师与小律师》一文，深切感受到他对“大律师”和小律师生

活的总结和概括真可谓入骨三分，如果没有对律师生活的体

察没有对律师行业的熟悉是无法做到那样细致入微的描述的

。也许，“大律师”们是根本没有时间抑或不屑于去读这类

文章的，即便是无意间看到了，也没有时间或者甚至认为没

有必要反思文章作者的现实批判意义的，“大律师”们已经

非常熟悉并热衷于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生活，美滋滋以自己为

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小律师们追求的目标学习的典范而自

居。 诚然，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承担法律公平公

正的责任，只有依法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律师的工

作既不神圣也没有多么高尚。然而，律师作为一个群体，从

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应当代表人数

众多的社会中下层人群发出声音，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

作为私权利的代言人对抗公权力的滥用和对私权利侵害。因

而，这个群体不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让国家政

治统治依法进行、经济管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整个社会运



行机制法制化民主化的中间力量。因此，有人包括有律师认

为聘请律师是高档消费，律师本身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也

有人认为律师应当进入到决策者阶层，但我不禁要问当律师

进入决策者的序列时还是律师吗？显然，让律师参政议政并

不是让律师努力去当官，而且应当明确地是律师参政议政的

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或这个群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最广大的人

民的利益。那些满脑子只为富人提供服务的律师，想方设法

去当官的律师确实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 不可否认，

当今社会作律师很难，作一个符合这个职业本来特质的、广

大人民群众真正称道的律师更难。在有些人看来律师就是“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法师（讲迷信的道士）。也有人认为

今天的律师就是封建社会里的讼师、师爷，而许许多多地文

学作品、影视戏曲将封建社会的讼师加以贬斥、丑化、鞭挞

，借以表达对律师服务的不满。如前所述，古代的讼师与今

天的律师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今天的律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舶来品”，然而，我们确实无法否定今天的中国文化与古

代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就是说在传统习惯上 “官本位”

的思想仍然深深地存在于人们地意识中，企盼明君、渴望“

青天大老爷”的情节根深蒂固，从上一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

动至今已有百年，但我们的文化仍然不能完全接受民主法制

至上的精神。律师这个“舶来品”的外来文化名词自然沦为

传统文化里固有的讼师形象就不足为奇了。更有文章明确称

“讼师”就是律师的鼻祖，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夹层中生存的

中国律师就无法逃脱被轻视甚至被蔑视的命运。在这种现状

下，如果连那些做大做强了的“大律师”也不明白自己的历

史使命、不承担起这个职业本来的社会责任，这个职业就活



该受到嘲弄和讥讽。 按照邹光明律师描写小律师为生计而疲

于奔命，办理的全是收费低难度大的小案件，与公权力发生

冲突的案件，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案件往往又是最普通老

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而“大律师”是社会上流中的一

员，接的动辄上百万代理费的大案，服务对象均为大公司国

家机关或大集团。小律师既没有社会影响力，又没有多少经

验技巧，人微言轻无能为力有时只能陪委托人叹息。“大律

师”有知名度影响力有经验有能力有话语权，但懒得办理那

些出力不讨好的小案，更何况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要参加许多

关系要摆平，怎么能为小小老百姓的小事，与有权机关单位

部门去较劲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律师”确实不如大记者

受普通老百姓的欢迎。有很多大记者敢为老百姓的事拼命，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总之，大律师应当承担起老百

姓需要你办理、而且你自己也确实能够办理的普通案件，这

是律师的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等你当了某个官以后再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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