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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文书是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法律文书学是法学百花园中的重要分支，是法学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在西方法学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正式开设这门课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由司法部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开办了全
国司法文书教师进修班，其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为全国司法文书领域的骨干力量，为司法文书的改革和
贯彻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司法实践的经验积累和法学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外交流的广泛开展，人们逐步认识到司法文书
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包容该学科的全部内容，也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法律文书学的
概念便应运而生。
法律文书学并非仅仅是对一种写作格式的介绍，而是融合了法学、语言学和中文写作的交叉学科，属
于应用法学的范畴。
没有坚实的中文写作和语言功底，是写不好法律文书的；同样，没有相应的法学知识也是无法写出合
格的法律文书的。
法律文书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与司法制度的建设紧密相关，这是由法律文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
用决定的。
马宏俊主编的《法律文书写作与训练》一书，以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法律文书的基本概念，突出了文书
的实际操作方法，注重了写作中对法律条款的引用和法学理论的分析说明，体现出法律文书依法制作
的鲜明特点，读来让人耳目一新。
该书的作者中，既有多年从事法律文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有长期从事司法实务的专家，其作者队
伍的特点使得本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更为明显。
对于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本书可谓良师益友；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以及所有从事司法
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本书是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助手；对于法学教育和研究人员来说，本书可以启迪你
的思路，帮助你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科学的天空中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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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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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法律文书的写作【1】一、法律文书的概念法律文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法律文书是指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和参与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为
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而写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狭义的法律文书，则单指参与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写作的非规范性的文件。
本书采用的概念是从广义角度而言的，具体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法律文书的写作主体是具有立
法权的国家机关和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
法律文书的写作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立法主体，即具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
关；另一类是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二，法律文书的写作是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和法律关系主体为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而实施的法律
行为。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为了将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需要产生各类法律
关系，而产生法律关系则需要通过写作法律文书的方式将各种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
系中肯定下来，从而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文书的写作就是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中的法律行为的书面化。
第三，法律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法律文书是法律实施的结果，其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其必然具有相应的法律
效力。
法律文书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另一是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效力。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国家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一种预先的抽象的宏观设计，因此其对整个社会具有
普遍的约束力。
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当事人，其效力主要表现在国家具体的法律适用机关，
即法律文书的效力表现在具体法律适用过程的各个阶段，每一个法律文书都具体表明法律适用过程的
一个具体阶段。
同时也表现在对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具体法律行为上，即法律文书表现的内容决定了参
与法律关系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
二、法律文书的写作法律文书的写作是法律文书的写作者以法律关系主体的身份，对其实施的法律行
为进行文字表达的过程，是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写作法律文书的实践活动。
法律文书的写作受其对象法律文书的制约，形成一些不同于其他文体写作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格式程式化。
在法律文书写作的实践中，受法律文书这一文体的制约，法律文书写作表现出格式程式化的特点。
其他的文章一般都忌讳结构上、形式上的千篇一律，而法律文书却特别讲究格式，讲究形式规范。
因此，法律文书的写作，必须遵循法律文书这一独特的写作规律，在写作时要严格按照有关格式，不
得随心所欲，并且应认识到不按照格式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是违法的行为。
第二，结构严谨化。
就章法结构而言，法律文书写作的结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
法律文书的写作，一般都是开头之后，就立即转入叙事，继而就事依法而论，最后作出结论。
整个写作过程是叙其事，论其理，互相衔接，互相渗透，事中寓理，理中论事。
可见，法律文书正文的写作在章法结构上确有布局严谨紧凑的特点，这是正文表达内容的客观需要，
是为了实现准确、明晰、简约地反映客观事实，保证法律文书的完整性和严肃性的要求。
所以，法律文书的写作，必须讲究结构布局的严谨紧凑，同时，法律文书格式的程式化也对正文的章
法有一定的影响，要求做到严谨、紧凑。
第三，写作方法多样化。
法律文书虽然严格地规定了固定格式，章法结构相当严谨，但是，这并未影响法律文书写作在一定的
情况下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法，也就是说法律文书写作带有多样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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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引用法律规定时，既采用明引的手法，也采用暗引的手法；又如，辩护词引言的写作，其手法
更是变化多样，有的较为简略，有的稍微繁复，有的陈述委婉，有的交代直截了当。
总之，法律文书写作的手法确是丰富多样的。
第四，修辞消极化。
法律文书的写作属于公文写作类，其需要的修辞是消极修辞。
其只讲究内容和语意上的明确、通顺，以及形式方面的平均、隐秘，这即是消极修辞的最低限度，也
是消极修辞应当遵守的最高标准。
因为，法律文书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审理案件或处理法律事务，而不是为了艺术欣赏；是为了达
意，而不是为了传情；是为了服人，而不是以形象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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