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例 研 究 与 法 治 现 代 化

“

技术工
” 。

我们可以称律师是重视法律操作的人或法律专业人

士
,

但律师无论如何不是纯粹的
“

打官司
”

的工具或代理文书的
“

师爷
” 。

他 她 应当是正确实施法律的人
,

是富有正义且善良

的人
,

是扶正祛邪的有生力量
,

是维护法律权威
、

社会秩序和世

界和平的活生生的人
。

因此
,

律师的正义价值与技术价值是不

可分的
。

只有正确摆正二者的关系
,

才能发挥律师在案例中的

价值
。

关于律师在案例中的正义价值
,

必须透过案例本身而展示

案例形成和发展的社会
,

国家及特殊社会主体的大背景
,

具体

分析律师
、

社会
、

国家特殊社会主体的关系
,

才具有现实可能

性
。

—律师与社会

中国社会 自八十年代初推行改革开发政策以来
,

在社会政

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发生了巨大变化
,

令世人

瞩 目
。

社会结构的合理设置和变迁遵从以人为本位
,

关心和注

重人的生存和发展
,

强调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

法律显然不能

无视这种社会变迁的发展趋势
,

力图迎合并极大限度地为之提

供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
。

我们可以看到
,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

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
。

而平等的市场经济决定着平等的政

治
、

文化
、

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

因此
,

改革的社会带来了平等

的社会
。

律师在法律和当事人受托范围之内
,

有义务依法维护

和保护人的这种平等关系
。

即人的财产和利益
、

人的尊严和品

格以及人基于法律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

政治关系
、

文化关系和

社会生活关系
。

律师的伟大和神圣之处就在于他 她 受托接受

了一项当事人的固有权利
,

这项权利行使的正确与否
,

直接关

系到当事人的财产
、

自主与安全
。

在现代社会
,

又有谁愿意随便

将一项权利委托他人行使 从一般意义上讲
,

当事人的这项权

利就是财产和利益的体现
、

尊严和品格的体现
、

平等的体现
。

—律师与国家

律师身份的特殊性
、

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决定了律师必须

维护各项合法的权利不受侵害
。

在一个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

中
,

权利 权力 受到侵害往往来源于不法权利 权力
。

以正当

的权利 权力 抵制不法权利 权力 的侵害是法律和律师行使

救济的主要方式
。

其中
,

防止国家
、

行政权力在运作中违法操

作
,

造成相对人利益上的损害
,

是现代社会法律的主要任务之

一
。

这是因为
,

单个人的相对软弱
、

无助及无权
,

相对于强大的
、

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而言
,

总是弱小的
,

甚至微不足道的
。

但

问题的关键是
,

正如马克思所言
,

国家为人而存在
,

而非人为国

家而存在
。

如人为国家而存在
,

人即为国家的手段
,

显然是谎谬

的
。

中国现行法律
,

如《行政诉讼法 》
、

《国家赔偿法 》等单行法规

以及散置于众多的其他法律中的有关制约国家权力对公民
、

法

人的不法侵害的规定
,

使国家权力与人的关系的制约与反制约

得到基本确立
,

而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刑事诉讼法 》
,

从表面

上看只是确立了律师提前介人的时间
,

但实质上
,

在笔者看来

也确立了如何防止司法权力 如侦查权
、

公诉权
、

审判权等 任

意非法行使的原则
,

从而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得以公平地审

讯
、

公平地公诉
、

公平地审判等
。

无疑
,

律师在上述一系列国家

权力与公民
、

法人关系的定位中
,

发挥也必须发挥其代理
、

辩护

的作用
,

从而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的不法侵害
,

以维护法律的

尊严和国家机关的正常运作
,

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
。

—律师与特殊社会主体

在现代社会中
,

平等的基本要义为平等地被对待
,

而没有

什么差别
,

也就是说在起点上是平等的
,

但是
,

一律强调起点上

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
,

将不完全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

这是

因为社会上一些特殊主体因客观原因
,

永远无法与一般的社会

主体达到起点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
。

笔者在此同意当代美国著

名哲学家约翰
·

罗尔斯关于实质正义的两个主要原则的论述
,

“

第一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个原则认

为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
· · ·

⋯⋯只要结果能给每一个人
,

尤其是

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 它们就是正义的
” 。

律

师的职责不仅要依法维护和帮助一般的社会成员
,

也要特别关

注和维护那些特殊的社会主体
,

如残疾
、

贫困
、

年老
、

未成年人

等
。

义务地但是无偿地帮助特殊的社会主体
,

是律师义不容辞

的职责
,

也是社会正义的要求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律师所提供的

法律援助就具有道德
、

正义的涵义
,

律师应当永久地
、

持续不断

地在法律援助领域中做出贡献
。

三
、

律师实务对案例的局限

相对于西方律师业
,

年轻的中国律师及其行业正在经历或

继续经历诸多的困难和难题
。

例如
,

律师体制的不完善使律师

的社会地位仍停留于世俗的理解
,

在这个社会中
,

正是在律师

体制改革后
,

就将具有贬意的
“

个体户
”

名词加于律师身上
,

有

些 自我嘲解的律师也这样 自称 律师代理行为所取得的高额报

酬增强了律师职业易于出现的贪婪
,

使法律沦为律师赚钱的工

具
,

从而有可能伤害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法治 司法审判制度不

断出现的弊端而导致的判决不公
,

削弱了律师对案件事实
、

理

由所做的努力
,

而将案件的焦点问题转化为表象的东西 诸如

此类均使律师对案件缺乏必要的社会和心理素质
。

对所形成的

案例及其分析则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

律师应当对案例的推动

力被潜在地化解了
。

对一个尚在法治路上的社会而言
,

律师的成长与进步的确

面临着许多 自身难解的矛盾
。

案例的发展历程无疑包含了律师

成长过程中的诸多伤痕
,

这或许也是案例的另外一种价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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