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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内容概要

《我们律师》是《我的辩词与梦想》（新版）的姐妹篇，收录了张思之律师对律师行业、社会问题等
所撰写的各类散杂文，包括律师执业心得、案件时评、办案经历回顾、演讲词、为新书撰写的序言后
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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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作者简介

张思之，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曾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律师辩护组组长。90年
代后代理了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
、北京律师协会前副会长、《中国律师》杂志创办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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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书籍目录

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代序)
第一部分
看红日涌起碧波间
——十年律师，一束心得
律师路上断想
行云流水，朴实无华
——辩护词漫话
问须工巧，答宜避拙
“三辩无罪”辨析
——证据札记
第二部分
司法裁判首应经住现实检验
——消防功臣陈峰被陷有罪辩诬(一)
忍看无辜遭冤被囚奈何天
——消防功臣陈峰被陷有罪辩诬(二)
质疑一件省高级法院裁定
“干脆把他关死算了”，凭什么?
——杨志杰爆炸案剖析
《郭政民受贿案辩护纪实》辨析
枪决“罪犯”为何如此急急?
——对邱兴华死刑案的程序质疑
一份编织罪状、错漏百出的终审裁定之辨析
——兼为冤魂曹海鑫辩
刘秋海诉交警大队违法行政案《终审判决书》辨析
媒界在审判席前的抗辩
——《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与记者戴煌被诉名誉
侵权案追录
郑恩宠案终审裁定辨析
高院不执法，谁敢来投资
——兰州天河大厦纠纷追踪报道
怎样扯掉保护学阀抄袭的破伞?
——冬至答客问
如此判杀，如是复核，敢问以何“至上”?
玩弄证据，背离正义
——读李庄案一审判词有感
李案虽结，疑窦犹在
第三部分
何故捕我律师?
一一为“台安律师包庇案”辩诬
岂容迫害律师
刑讯逼供何时了
——兼议律师李奎生案的风波
⋯⋯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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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第八部分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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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精彩短评

1、是生命就该发光，有欲望自当传热。
2、kindle.
3、2014
4、一个老律师历经沧桑的总结
5、各種敏感詞
6、啥时候中国法官也整一部
7、遵循托克维尔的“宪法法律传统”，淡化“律师-政治家传统”。因而，在中国律师属于“被解除
武装的先知”。
8、2015.2.12，亚马逊。
9、张老爷子的经验忠言，后辈当学习谨记之
10、大律师就是有大律师的胸怀和人格魅力，是本好书，律师界的良心必当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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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精彩书评

1、by 张伟张思之先生的《我们律师》一书以如何养成辩护律师的技艺开篇。作者认为，律师如何“
写”、“说”将会直接影响到其能否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的语言：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律
师的文字：朴实无华，准确而精炼。无论语言或者文字，都是真情实感的表白，不用妆点，无需雕琢
。”他将律师的执业技能与人格相等同，即对“一个好律师能是好人吗”的诘问回答得坦荡而真诚。
“我坚持这个见解：真正的律师必是真正的人：似澄澈见底的清流，如通体透明的水晶。表里澄 澈，
一片空明，反映出心灵纯净，心地晶莹。”这种对律师职业审美式的评论同作者本人遇到的法治不彰
案例，形成了富有深意的对比。对律师道德的诉求与作者对律师职业的功能定位具有深刻的关联。在
他看来，中国律师尤其应该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化取向，而应以个案正义的方式推动社会的
民主化进程。这暴露出老人特有的“水到渠成“甚至“顺其自然”的智慧。其实，这种保守的观念并
不深刻，但正因为它出自一位在政治案件中饱受磨砺的辩护律师之口，那些富有力量的年轻律师就应
该严肃对待在作者看来，律师职业的去政治化尤其符合中国的特定形势。比政治冒进更可悲的是，在
当下这种法与权难分伯仲的制度框架内，有的律师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成为权力的附庸。在
论及律师的“参政”和“议政”时，作者说道：“为什么不提&quot;参政&quot;？我无意对这个问题
从各个方面逐一分析，这里只明确一 条：律师&quot;参政&quot;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不应该继续执业
，或者说就不是&quot;执业律师&quot;，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提。”“上面说了，律师&quot;议
政&quot;主要是通过讼事，展开来说，就是要一步一步地、逐事逐案地在维护国法尊严的同时，体现
出律师正确的政治立场、法律观点，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最终达到民富国强。绝不可以遇事先大哄
大嗡，着意炒作，以&quot;纸虎&quot;为头毒蛇成尾，终至误事害人，结不出&quot;正果&quot;。⋯⋯
我反对律师队伍中&quot;三躁&quot;情绪的滋长，浮躁、焦躁或狂躁，都让人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孤
独，沉不下心气，大都无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往往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
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如此点评法律人：“法律人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而秩序的最
大保护者则是权威。另外，也不应当忘记，即使法律人重视自由，他们一般也把法治置于自由之上。
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断。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以立法剥夺人们的自由，并对此承担责任，法律人
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托克维尔还分析了 英、美国、法国法律人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政治事件中充当的
角色差异，他认为，“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在政界不能获得他们在民间所处的地位。在这种社
会体制下，我们可以肯定法律人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不错，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
要应当归功于法律人。”托克维尔关于法律人与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论断，彰显了他宽阔的视野和思
考的深邃。他指出法律人应恪守宪法和法律，因为他们的正当性基于宪法塑造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种秩序的典范当属美国法律人缔造出的宪法及制度框架。而他对法国大革命中法律人作为的论述，
暗含着唯有在共和制的统序下，法律人方能成为宪法之治的信奉者和行动者：君主制同法律人具有的
法治气质是截然对立的。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支配法律人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
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在《我们律师》一书中，张思之先生就律师泛政治化的批
评，对权力表现出的洁癖以及试图用权利去平衡权力的这些观点，都昭示了他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实现
法治的使命感。但迄今为止的政治史无比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无权力之间制约和平衡，权利的救济就
只能仰靠偶然的机遇和循序渐进的法治期待。事实上，引人瞩目的“法律人之治”或者“律师-政治家
”的统治类型在作者这里难觅踪迹。如美国式律师与政治的勾连也渐趋消失，毕竟现代政治的核 心是
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而法律人介入其中，必定会成为党派分肥制中的一员。这个忧虑的前提条件在中
国并不存在，因此，中国律师的活动场域不在“议院”，而 在法院。《我们律师》缺乏托克维尔着墨
颇多的“法律人之治”与共和制的内在关联的论述，因为本书的旨趣并非为“中国向何处去”做出预
测和顶层设计。在我看来，以个案正义的方式推动社会民主化有着特定的前提：既定的社会秩序来自
于宪法的塑造，而不应该仅仅是权力意志，甚至以权代法。换句话说，宪法必须是活的，其中赋予人
民的权利一定有救济的途径，即宪法是可诉的，而不仅是“纸面上的”。然而，个案正义却又是律师
实现职业伦理、证明自我价值的必经之路。因此，对中国的律师来说，现在都面临着一个独特的困境
：他们作为法律市场上技能和专业化服务的提供者，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而一旦
遭遇权力 甚至“长官意志”的阻拦时，则迅速露出“被解除武装”的困窘：“法律至上”往往会让步
给“顾全大局”。《我们律师》对此也多次提及：“那好！对于律师、法律人来说，对于政治家而言
，&quot;依法办事&quot;，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吗？律师处理事务，&quot;大局&quot;就是依法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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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律师》

凭良知，二者集中到一点上恰恰是最好、最好的政治。”“经验表明：让政治或者长官的意志凌驾于
法律之上，必然会形成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局面，从而使一切都政治化，于是律师也就演变成了行政
权力支配的&quot;驯服工具&quot;，还谈什么维护人的权利！”作者认为依靠法律，敢于对权力意志
说不，在法律框架内追求个案正义才是律师的讲政治。“治国理政，解决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得靠制
度、依法律，一 句话：还是法律至上好”。“坚持&quot;法律至上&quot;，不排斥政治立场。请让事
实说话。律师处理讼案时，辨别真相，说理有&quot;度&quot;，出事有&quot;节&quot;，言其所应言，
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得不止，绝不逢事一泻千里，不留余地，不存余韵，正体现着政治家风格风度
，饱含政治。”正是在对“法律至上”的强调和信仰，作者同托克维尔看重的律师-宪法传统构成隐而
不彰的一致，也将律师在法治体系中的“先知”式古典角色予以揭橥。律师职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不
在于为人民赢得多少自由和民主，而在于不断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成为宪法权威的殉道
者。但近代以降，在律师-当 事人的关系构造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弱化律师守护宪法的义务，甚
至逐渐退却为餍足当事人利益的不择手段。这首先牺牲了律师身上应具有的宪法气质，也使得 律师-
人民的关系蜕变为各种统治类型下日常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与购买者。事实上，律师只有在守护住宪法
、法律权威的前提下，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也 才能真正做到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作为宣
扬和维护宪法权威的律师，必定会成为绝对权力政治体系的最大反对派（法国大革命的启示）和被迫
害的对象。张思之先生对此了然于胸：“艰难的环境恰是对能力、修养、意志和风骨的研磨和锤炼。
”“尽管如此，只要怀有爱民、维权的胸襟，还是可能通过实践充分运用权利，制约权力的滥用，表
现出由个案的权益维护，上升为更加崇高的追求，即沿着人权与法治的轨道，关注人的命运（首先是
生命），关注大众基本权利的实现，从而会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国家的法制建设，推动司法公正，促进
政治清明。何以至此，贵在执着。”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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