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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赵作海面对来自司法不公的压力选择了屈

服，而正是这个无奈之举，也使他承受了11年的牢狱之

灾，身受司法不公迫害的他深深明白：个体在整个庞大

司法面前的渺小，所以他选择动用他现在所拥有的社会

资源来为段铁岭等弱势群体伸张冤屈。

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赵作海身上凸显的是作为社

会公民应有的担当和胆识，在当下“恻隐之心”已经成为

一个“精神贵族”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即使在被誉为社会

良心的知识分子中也难觅踪影，而赵作海却能够跳出来

“铁肩担道义”。

任何正义都不是一个人的正义，“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春夏与秋冬” 式的自我满足并非法治文明之福，赵

作海的华丽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开

始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开始动用社会资源来维护自己

的权利。或者可以说，赵作海的身份不仅是由含冤受屈

者向奋起力争者的转变，更是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

的崛起，这种公民意识的崛起正是中国现代社会建立之

希望所在。

有网友指出，赵作海这样凭借私人关系“走后门”来

为他人伸冤维权，即使这次的公民代理能够成功，并不

能从宏观上推进法治建设。 但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的是，

司法体制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以体制完

善尚需时日为由而放弃对个体正义的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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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博客

底层民众

互相帮衬的接力维权

一个蒙冤十多年的公民，不

仅依靠法律洗清了冤屈， 讨回了

正义， 如今还准备帮别人打官司

维权， 依靠自己积累的知识和资

源为更多人讨回正义———底层民

众这种互相帮衬的接力维权，让

人读来颇感温暖。 也体现了一个

冤案的洗清给底层人带来的法律

曙光和维权自信。 ■曹开林

司法公正不能

靠“名人效应”来求得

有人说司法公平公正不能靠

这样的“名人效应”来求得，而是

有赖于各项机制和制度的完善，

因为老赵即使再仗义， 也代理不

了几个案件。这话自然对，但是制

度和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其

监督其实还是有赖于一个又一个

的赵作海。 ■敬一山

赵作海变“公民代理人”

的范本意义

赵作海，一个沉冤得雪的人，

在充分享受到公平与正义的眷顾

之后，没有停滞于享受这种幸运，

而是以身讲法， 力所能及地为段

铁岭这样认为司法处置不公的人

奔走呼号，用法律为他们讨公平。

抛开这个案件本身的谁是谁非，

也不论赵作海的“公民代理人”会

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就事件本身

而言，无疑让人欣喜，值得肯定。

■信风

赵作海打电话

给高院院长违反程序

赵作海一旦身为法律上的代

理人， 其身份早已转变成了维护

被代理人权益的一方， 以法律代

理人的身份去给身为法律审判者

的高院院长打电话， 这明显违犯

法定程序。 不排除赵作海会客观

公正地申述事实， 但如果任何一

方的代理人都“私下”去找法官、

给法官打电话，这合适吗？

■ 毕晓哲

“赵式”代理

追求的是名人效应

“赵作海式”代理，追求的是

典型的名人效应。 被代理人所看

重的， 显然不是代理人专业知识

或者经验的多寡， 而是其媒体影

响力和人脉关系。 赵作海在表明

胜诉信心时反复强调：“给省高院

院长打过电话了”、“有不少媒体

都说报道”， 也同样说明了这一

点。 ■郭兵

坐了11年冤狱的河南人赵作

海再次走入公众视野。 这一次，他

不再是“冤案”主角，而是“冤案”代

理人。自从赵作海以“公民代理”身

份高调复出，表示要免费帮人打官

司后，一夜之间他成了“香饽饽”，

找他帮忙告状的人络绎不绝。

近日，赵作海先后在开封和上

海的法院现身，帮人代理了两场官

司。对此，网民或支持或反对，当事

法院也莫衷一是，开封的法院准其

代理，上海的奉贤法院则拒其出庭

只准旁听。

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免费帮

人打官司，赵作海的“华丽转型”是

喜是忧？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如果不是

自己的坎坷遭遇，哪来的什么名气？赵

作海如今算是小有名气了， 可这是用

多么沉痛的代价换来的啊！ 赵作海文

化谈不上高深，法律知识有限，遭遇冤

屈的人们，为什么对他趋之若鹜呢？

来找的人是冲着他的名气， 觉得

赵作海认识的人比较多。 赵作海本人

也表示， 这是他出来后为社会办的第

一件事。据说，他已经就代理案件和省

高院院长通过电话。 我不知道赵作海

代理的官司前景如何， 但打赢与打输

我都有些笑不出来。

赵作海乐于助人， 按照法律有关

规定帮人申冤，无可厚非。可是，这一

现象的出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遭遇

不白之冤，以“杀人犯”的罪名锒铛入

狱，赵作海的内心何其沉痛！犹记赵作

海被平反时， 闻知致其入狱的所谓的

被害人尚存人间，一个大老爷们，竟然

当众失声痛苦！由此可见，因为有关部

门的执法不公， 给公民造成的精神伤

害，是多么巨大！

往事不堪回首， 抚慰创伤需要时

日，赵作海理应恢复平静，过上本应该

属于他的正常日子。赵作海成为名人，

是中国司法之痛， 是所有良善的公民

不忍心看到的。而今，稍显沉寂的赵作

海，再度掀起舆论的巨浪，绝非什么好

事。

我们不能责怪那些找赵作海帮忙

申冤的人。他们在四处碰壁后，希冀借

助赵作海的“声望”让案情出现转机，心

情可以理解。 赵作海欣然代理官司，不

图钱财回报， 靠的完全是一腔侠肝义

胆。不过，对于赵作海由“知名冤民”向

“维权名人”的转型，我心情十分复杂。

赵作海愿意代理官司， 完全出于

自己的善意。但法律尊严的维护，不能

仰仗某个人的名气， 尤其不能仰仗像

冤民赵作海这样的名气。 赵作海案是

他本人和公众心头的一个伤口， 让赵

作海回到他最初的平和生活中去吧，

别再往赵作海的伤口上撒盐了。

从冤案主角到免费替人伸冤

“公民代理人”赵作海

【前奏】

■赵化鲁 http://blog.voc.com.cn/qwzxzhl

如果没有那段11年的冤狱之行， 赵作海可能还是

个平凡人，冤案昭雪使他一夜成名，拥有了很多普通人

没有的资源，比如很多记者知名律师的联系方式，甚至

他可以直接给省高院院长打电话， 这些都是赵作海帮

人打官司的“优势”。但是赵作海利用手中的社会资源

替人维权也带有动用舆论压力和人际关系“走后门”之

嫌。

赵作海在代理此案件之后坦言给省高院院长打过

电话，仅这点就值得质疑，作为法律上的代理人，赵作

海打电话给法院院长已违反程序。 诚如奥地利哲学家

卡尔·波普尔所言， 任何事物都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

现代法治观念中，“正义的结果”是很难判定的，所以在

排位时程序正义应放置在结果正义之前， 程序公平也

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证。 我国正处在建立法治社会

的进程之中， 更要全力建造司法独立和程序公平的客

观环境。赵作海给人的感觉就是冤案的代表，一旦代理

案件就会无意制造出“结果正义”，让舆论在判定事实

时杂糅感情倾向， 混淆理性， 无疑是对司法公正的侵

害。 此例一开， 更多冲击司法公正的势力就会接踵而

至，后果堪忧。

赵作海之所以沉冤得雪， 最关键的因素是受害人

“死而复生”，真相一清二白，因此，他的申冤经历也不

具备复制的可能。

【观点博弈】

帮人打官司有何不可？

此次赵作海代

理的“段铁岭案”，

是一桩20多年前的

故意伤害案， 是非

纠葛很复杂。 段铁

岭找赵作海帮忙打

官司也许是无奈之

举， 他谋求的是借

赵作海这个公众焦

点引发公众对自己

案件的关注并期许

得到更好的解决。

会无意制造“结果正义”

■元清 http://blog.voc.com.cn/yuanqingli ■李翔 http://blog.voc.com.cn/ly362929131

作为一个饱

尝司法不公的农

民， 赵作海能设

身处地为弱势群

体免费打官司，

其情可颂。 但毋

庸讳言， 赵作海

文化水平不高，

经验不足， 他更

不可能拥有专业

法律知识， 恐非

合格的代理人。

曾经的冤案让赵作海成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