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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98_E7_9A_84_E4_c122_485035.htm 法官不仅代表着国家

形象，同时肩负着诊治社会疾病、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职能，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必须讲法德、讲

法术。医生不讲医德就可能把病人医死，而法官不讲法德，

就可能颠倒黑白，把案件弄错。一名不称职的庸医可能会给

病人的身体带来创伤，而一名不称职的法官却会给黎民苍生

乃至社会正义带来难以抹去的灾难。 法官扮演的角色是社会

公断人，他最早来自于远古社会德高望重、受人尊重和信赖

、愿意将不平争议之事授之以断的长者，他决然不同于凌驾

于百姓平民之上的官吏。如此，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而且

要成为廉洁奉公的道德楷模，法官不仅要靠公正高效的司法

活动取信于民，还要用廉洁奉公的职业道德感召社会。法官

不在于他一年审结了多少案件，而在于内心有一种高贵的自

律自重的法律素养，有一种健康和高尚的人格。 法官之所以

威严，除了刚性法律之光环外，还因其人格魅力所形成的职

业荣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法官除了

精通法律，依法办案外，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

道德良知，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就是法官追求的

最大人格魅力。或者说法官最大的人格魅力就是面对证据要

求实，面对事实要至尊，面对当事人要至善，面对法律要至

爱。 高尚的人格，良好的操守，不是天生的，而是靠积累，

得从我们自己平常的言行和点点滴滴的小事中体现。“不以

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严于律己，管住自己的小



节，才能逐步地培养自己的大节。法官人格的养成应当在社

会公德的诸方面率先垂范，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

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法官人格的修炼

应学会用爱心对待工作，用信心树立自我，用精心耕耘乐土

，用静心钻研业务，用安心面对生活，以行动体现对法律的

忠诚和热爱。 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

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法官最起码的行为规范，也是

法官最高的精神追求。法官是一种两面不讨好的角色，败诉

方固然愤怒，胜诉方也不高兴，惟有公道常存心中。法官要

做到权力为公而使，职务为民而用，权力意味着责任，何时

忘了责任，何时权力就要失控，反而被权力的“双刃剑”砍

倒。 法官没有必要拒绝新潮与时尚，但必须远离腐败与庸俗

。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和干扰，不管面对什么权势和压力，也

不管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法官都要具有不屈从，不迎合，

不偏袒，不附和的人格品质。人云亦云，溜须拍马，没有原

则，不坚持真理，既磨灭了自己的个性，也丧失了自己的独

立人格。 法官的正直和勇气来源于对法律正义的执著追求。

勇气、正直不仅成为一个法官的责任，更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气质。独立的精神才能产生独立的人格。法官不能当变色龙

、墙头草，察言观色，掂量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看领导或

当事人的脸色行事。处在条件差、工作累、待遇低的生活条

件下，处在高风险、高难度、高诱惑的审判环境中，法官必

须守护自己的良心，忠于对法律的信仰。一个对法律有信仰

的法官必然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也是一个经得住历史考验

和人民评判的人，更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法官要具备“谦

恭地听，睿智地答，审慎地想，公正地判”的美德。只有经



过道德的审判，法官才能最终对当事人及社会有一个满意的

交代。法官要常怀公心，遵守公德，主持公道，要体现司法

对人本身的关怀和呵护。法官在依法办案的前提下，并不掩

饰对当事人的理解、同情或进行道德的谴责与批判。对罪恶

行为不愤慨，对被害者的处境不同情，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

法官。法官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冷若冰霜，既要善恶分

清，爱憎分明，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既不放过一个坏

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司法良知是法官的人性基础，只有

保持司法良知，才能维护法官的道德底线，法官只有赋有良

知，才能做到不以权力谋取私利，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作为法官，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是其天职，但也要学会从

道德、良心上去检点自己的言行，要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

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从政之德，不断增强道德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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