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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宪法不如说是在研讨宪法，在上个月12月26日我们尊敬的

、敬爱的新一届的党中央在中南海集体学习宪法，在整个筹

备、学习的过程中我还荣幸地参加了部分幕后工作。?? 对于

我演讲的题目“从律师中国到宪政中国”，我没有什么研究

，只能说是表示一种祝愿，今天我们谈的宪法司法化引出的

问题我觉得要谈的问题很多，我就结合自己对律师的了解谈

一些话题。宪政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多是一个理想问

题，“宪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所

谓“政治”我觉得应该理解为一种状况、一种理想、一种过

程、一种信念。如果没有律师，宪法司法化或者说三名考生

到北京去，他们将失去方向，将失去一条非常好的选择法律

的道路，所以说律师在宪法司法化或者宪政过程中他们将起

到很大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搞清律师的定位。律师的定

位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各种各样的界定。律师从角色地位来

说，有政治角色、社会角色、市场角色，但我觉得要从职业

的角度进行分类，有以下几种划分的方式：?? 第一，律师是

一种职业。律师，是一种什么职业？是一种原来没有的职业

，当然学者们会讲到我们律师的鼻祖邓析，因为秦汉战国时

期已经有了律师的雏形。其实要讲律师的话，第一个要讲的

是清朝末年的伍廷方，他是第一个获得外国律师资格的中国

人，这个人曾参与了清王朝末年一些法律的制定和起草，而

且还当过清王朝驻美国的第一任大使，两天后我也将去采访



美国的驻华大使。我要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问

题。因为对我们中国律师来讲是没有历史，是一无所有的中

国律师。现在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我们应该考虑到是改革

开放的结果，所以说如果谈“从律师中国到宪政中国”这个

问题的话，首先我们不能回避“无法中国”的历史，也就是

无法可依，没有法律也就没有律师，没有宪法没有律师，没

有宪政更没有律师，所以律师首先是个职业。现在很多人都

想从事这个职业。大家看到每年报名参加“律考”现在叫司

法考试，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二OO二年首届报名司法考试的

人共36万，尽管最后参加考试的是31万，但是参加考试的人

确实非常多。当时里面有个误会，以为什么人都能当律师。

所以原来某报有一个广告，“下岗人员哪里去？报考律师去

！”，这其实代表了社会对律师的一种误解和心态。但是律

师是一种职业，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所谓职业那就是可以谋

生，需要赚钱，也需要创立品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我们律师还有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律师是一个行业，这个行

业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有这么一句话，也是我对律师业一

个小小的总结，即一个律师执业需要奋斗，二个律师执业需

要合作，三个律师执业需要分工，四个律师执业需要协作，

五个乃至五个以上律师执业则需要管理，提到管理就意味着

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从管理上来讲，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两

结合”的管理体制，是一种司法行政宏观指导和律师协会行

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管理体制，但是作为行业管理，

我们现在的体制讲、经验、理念、规范应该说还不成熟，都

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但是作为个人来讲，每个人选择这个职

业之后，都是这个行业的形象代表。第三个阶段，律师是一



个专业，我们去年十月份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律师论

坛”，我们的主题就是“专业定位与专业品牌”。对于社会

，律师是一个法律专业，精通规则、熟悉规则的专业人士。

第四个阶段，就是一项事业，我们有些青年律师，特别是刚

进入这个行业的律师，把律师仅仅当成职业，或者仅仅是为

了谋生，没有把它当成事业。但是，在端正执业思想后，就

应该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所谓事业，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

律师要形成产业，二是这个产业要对国家产生影响，也就是

参政议政。?? 第二，我们要把握律师的功能。功能可以从两

方面理解：江平教授作了一个科学的划分，律师首先是服务

然后是治国。我认为应该分为五个方面：一、解释功能。解

释就是要体现你的法律专业水平，比如说，法律体现了许多

不确定性或者是含糊性、不完善性，在刑法类似危害大小、

情节轻重等情况，就需要我们律师作一个明确的解释。在民

法上则有显失公平、违约侵权等类似的情况，也需要律师作

出专业的解释。二、预警功能，相当于“消防队”的角色。

我说的是起火之前，社会上很多人把律师当成救火队，这是

不完全的理解。律师实际上有一种预警功能，目前的社会是

一种初级阶段，有事才找律师，实际上要达到高级阶段，是

没事才找律师，请律师是为了不打官司。三、保护功能。有

律师介入的话可能会使当事人免以被侵害，免予不正当的伤

害，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主张功能。这方面律师要

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是主张追究对方承担侵权还是违约的责

任，主张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五、参政议政

功能。就是江平教授所说的治国功能，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

的从律师中国到宪政中国。即我们律师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怎样通过参政议政来体现我们的智慧

、专业，来使我们的规则更加完善，使我们的私权得到更多

保护？?? 第三,我们要发挥律师的特长。在律师中国走向宪政

中国的道路上，我们要充分发挥律师的四个特长：一、口才

。大家都知道法制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大多都是律师出身，

律师出身的他首先有一个特长就是口才，他们这些政治家要

成为一名人民英雄、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就需要演讲，需要解

释他的主张。这就需要口才，非常好的口才。最近，我们的

邻居大韩民国，又产生了一位总统，这位总统就是律师出身

。很多人会想我们中国律师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角色，我想

不会太远，大概在2020年，在我们实现现代化之后，在座的

年轻律师我觉得应该对这个目标寄以很大的希望。二、笔才

。如果说口才能让枯树开花的话，那笔才应该能让顽石点头

，律师除了每天要书写各式各样的诉讼文书，或者各种各样

的法律意见，他也可以书写对国家治理和机构完善的各种意

见。三、逻辑推理。如果作为一名律师不具备逻辑推理天才

的话，那他可能不是一名合格的律师。四、善于管理。最擅

长管理国家、团体、单位就是熟谙规则、洞悉法律的律师。

我们现在律师业管理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个司法行政系统

的宏观指导，一个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还有一个是律师事

务所的自律管理，现在律师事务所都在探索各种各样的管理

模式，其实这只是体现律师管理才华的一种方式，其实律师

管理的才华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如果律师来当国家

领导人，他的管理才华是能得到充分体现的，所以律师在这

方面的特长有助于实现宪政。?? 四,宪政。我理解为两个方面

，是公权和私权，所谓公权就是要限制、监督、制约。作为



私权那就应该保护、保障。如果保障和保护没有实现的话，

那国家应该有非常好的程序、措施来使公民的私权得到保护

。有句话叫“先小人后君子”，但这只是在老百姓当中说说

而已，实际上在我们的立法当中应该体现这种思想。所以，

我们立法的时候都应当是小人，是无赖，是骗子，但是实际

上立法上都把自己和他人想像成很好的人。法律和规则是怎

么产生的呢？就在于一个国家、团体、机构有人要违反这个

制度，法律和规则实际上是为坏人而创造的，所以我们在制

定规则、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想到如果是违反规则怎么

办，这时我们要想到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违反规则，但现实

中我们把这些人当成好人。但是真正的当一个公民遇到不确

定的限制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人当成小人，比如把犯罪疑嫌

人当成小人，其实这时候应该反过来把所有的犯罪疑嫌人当

成好人。因为在法院判决之前他们是无罪的，所以说我们国

家在立法上小人与好人概念的错位，使我们法律和规则产生

了许多不完善。最后，我想借用一下三十年代的作家林语堂

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演讲。他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对

法律有很多的研讨和理解，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

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

想，这个特点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他将道德

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制

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们是一些无赖、骗

子和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力，于是我们

可以用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力，然而中国有关政府的观念却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

，他们会像你照看他们孩子们的利益一样照看人民的利益，



我们放手让他们处理一切事务，寄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

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到他们手中，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

况，我们给了他们以无限的权力，但从不未想过如何保护自

己的权力，我们把他们看成是为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这

就是著名作家林语堂的非常精确很美丽的概括，我把它当成

今天的结束语，不管今天演讲的内容和效果怎么样，但引用

的这句话一定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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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