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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349.htm 一、 律师在现代社会

中的使命??首先，律师参与到诉讼中，通过代理帮助解决民

事、刑事等案件。案件有无律师代理有很大不同，因为律师

有专门化的知识。中国经常做一些“普法”，我想这当中可

能有一个观念，即法律是可以普及的，但这有一个问题。因

为法律是一种行业性的专门化知识，它不是看一两天书就能

解决的，而是一整套概念、原则、规则的体系，例如约因、

不当得利等难以理解的概念。况且我们的一套法律概念不是

本土的，而是从国外，尤其是日本引进的，有些概念至今使

普通人难以理解，如禁治产人。这样一套专门化的知识使律

师得以发挥其作用，而你会觉得普通人说案件难以说到点子

上，律师可以将大众化的语言“翻译”成法律上的语言。律

师通过辩论、与法官交流等方式参与诉讼，有利于案件的解

决。??律师的第二个重要的工作是参与到政府工作中，如在

政府中从事顾问和咨询工作的工作人员。我们知道，在英美

的检察官也是律师，只不过是政府雇用的控诉犯罪的律师而

已。??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非讼业务，如帮企业上市、为企

业提供法律咨询等，这也是律师业务中的重要方面。??第四

个方面的工作是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成为公共事务的重要成

员。例如外国的很多元首是学习法律的。国会/会议中的议员

中律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与其工作的性质有关，如监督需

要法律知识，有时需长时间辩论，有时需简明扼要。而这种

需要怎样才能培养？最好的途径是学习法律。学习法律可以



培育精密的思维、区分开理智与情感，甚至是口才与沟通能

力。而我们的人代会中的律师则太少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在法治、市场经济社会中，律师在一般政治事务中，承担

着重要作用。??简单归纳一下，律师的使命主要表现在：??1.

保护民权，制约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律师是其客户的代言

人，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是与公共权力相“对抗”的，尤

其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因为国家与政府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导

致对其的限制成了一个重大课题，国家权力的滥用可能比个

人为害的危害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刑诉中控制国家权力，

如刑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与无理由地几次拒绝陪

审团人员的制度、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体现了对政府权力制

约和对个人权利尊重的价值观念。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完美

无缺的。??2.维护法治统一。现在“依法治国”成为一个普遍

的认识，甚至赋予法治以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法治也是有其

缺陷的，明显的就是建立在依照法律有良好的可预期性基础

上，即以过去存在的规则统治将来的生活，这样可能产生不

太适合的方面，同时法律的修改往往会减弱法律的权威性，

权威往往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这样就出现了法律的稳定

与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间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表明了

一个社会是法治社会。我思考了一下我国古代社会的“法治

”，其最大问题是法治不统一，包括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上

的不统一，充满了个别主义，每个案件有每个案件的判决方

式。因而法律的确定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一个

人的利益受保护程度与其身份、实力相关，恶霸横行成了不

可忽略的社会现象，正式的法律不足以平等地、恒定地保护

人民的权益。另一方面，法治的统一性取决于司法过程中的



制约，使法官不能唯心所欲地判决，这背后隐藏着知识的制

约，法官受到律师的制约，律师对法官形成程序上、权力上

、知识上、法律解释上的制约。我国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律师有义务促进和维护法治的统一。??3.参与政治生活，

对民主进程加以推进。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4.增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我们知道国外，尤其是发

达国家，采取各种方式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如统一

的法律教育与训练背景，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层次繁多，甚至

法官的任命不需要一定受过法学教育，我认为最大的根源是

选任上的混乱。另外，国外的三种法律职业都需要经过统一

的考试，且有的经过研修过程使大家都经历和体会三种职业

，这样三种职业的团结强化了。美国和香港等地一般做法官

是做律师的顶峰，有利于法官拒贿，制约律师耍花招、有效

地在知识上引导诉讼、且法官更理解这个制度和律师的行为

，这也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二、 律师履行上述

使命的现实障碍??1.律师缺乏历史资源的支持。一个社会有其

文化传统，现在社会仍受其影响。我发现中国古代社会逻辑

学不发达，与西方相比缺乏层层论证。如东西方都出现的对

话体文章，孔子的话很简练，缺乏明确界定，例如何为“仁

”，而柏拉图的对话则特别长，对概念的界定很清晰，层层

剖析，如何为“正义”。这样的对话体显示了东西方文化起

点上的差别，中国社会不注重逻辑，鼓励的是“讷于言而敏

于行”的人，而西方的言讲与辩论则很发达。例如中国人很

喜欢诗，而且古代几乎全民皆诗，而诗却是最反逻辑的；西

方写诗则是很专门化的一些人的事。不讲逻辑是中国法律史

和思想史的最大缺陷，这便导致了社会对律师的“敌意”，



如儒家学派对邓析的攻击，律师这一职业在中国历史上未出

现，而讼师、讼棍与律师相差甚远。现在人们对律师的看法

仍有不同，并没有把它作为令人尊重和高尚的职业，甚至还

对律师作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因而，律师这一职业并未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2.官民隔阂带来的律师地位的难以提

高。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体

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如医院、学校也有其行政级别。我国的

司法改革中也涉及法官的等级制度问题。法官的职业从本质

上是反等级的，因为司法独立说到底是法官独立，是排斥等

级的。“官本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对律师的

不尊重，律师在公共生活中不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社会

中出现了有些律师借助“行政职位”来提高自己地位的现象

。律师应有自己的知识荣耀和逻辑。??3.律师选任标准还不够

高。现在律师资格考试受到了关注，并且有严格的趋向。但

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标准方面，中国恐怕是最低的，在国

外的一般需要有四年的法学本科学习。当然，国外也有对法

学教育的批评，我们也在反思法学教育。我们所要求的参加

律师资格考试的标准有历史原因，有其一定合理性。但现在

，随着对法学教育的反思，参加考试的资格标准会有提高，

以便形成一个高水准的“法律共同体”，保证我们的“产品

质量”。所以律师要获得自己的尊荣必须提高自己的标准，

法官、检察官也是这样。??4.律师过浓的商业气息会损害律师

履行自己的使命。律师是法律职业者，有正义与改进社会现

状的利益在里面，它不仅仅是个“饭碗”，还应是一种报负

，否则会成为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成为社会的敌人

。??5.律师职业的伦理规范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律师有其独



特的职业伦理规则，它不同于其它行业，甚至不同于法律中

的法官职业，例如律师为其客户保密的义务。这些职业伦理

规范不仅仅要在律师界达成共识，更要让社会了解律师职业

的特点，理解和尊重律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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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