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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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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师后来成为全国司法文书领域的骨干力量，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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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应运而生。
法律文书学的教学内容和研究对象并非仅仅是一种格式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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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写出合格的法律文书。
法律文书学不仅注重文书的制作和说理，还与司法制度的建设紧密相关，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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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文书写作过程中对相关
法律和法学理论的应用，注重了法律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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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较强的法学理论功底，又反映出独特的实际应用能力，读来让入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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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员的组
成上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特点在本书的内容和方法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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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司法工作的人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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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展开想象的翅膀，在科学的天空中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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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文书主要是依据法定的诉讼活动而产生的司法文书，因此它的制作必须合乎法律规定，不能任意
制作。
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司法文书制作主体由法律规定，有其特点的范围。
第二，法律文书制作必须于法有据。
这是法律文书合法存在的前提。
没有法律根据的文书，就不可能是法律文书。
我国三大诉讼法及有关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于法律文书具体制作的根据都有相应的规定。
第三，要正确适用实体法。
大多数法律文书都是为解决实体问题而制作的，无论是案件事实叙述、证据材料分析引用，还是理由
阐述、结论表述，都应当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即使仲裁文
书、公证文书，凡涉及实体问题的，无一例外，也都要正确予以适用。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显示其实用的特性。
第四，要符合法定程序。
一定内容的法律文书反映一定法律程序、环节的运作。
不同性质的诉讼法律关系受不同的诉讼法调整，与之相适应制作、使用的是不同的法律文书。
制作法律文书不仅内容要合乎法定程序规定，而且在文书的提交、移送、拟稿、审核、签发、宣布、
送达等具体运行上，也要合乎法定的手续。
非经法定的程序、手续制作的文书是无效的。
因此，程序的合法与实体的合法，同样都是法律文书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①3．制作的连环性纵观各种性质的诉讼程序，司法文书在诉讼中具体运用时，各文书之间具有连环
性的法律特点。
即各个系统或序列的司法文书自成体系，按一定的法律程序形成的司法文书之间有一种承接关系，前
一文书往往可以引出后一文书，而后一文书则是以前一文书作为基础的，这种连环关系根据诉讼的需
要，有时连得很长。
例如，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可以引出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书或者不批准
逮捕决定书，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又引出公安机关的逮捕证；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往往引出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往往又引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
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起诉状可以引出民事答辩状，两者可以共同引出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等。
同一系统法律文书的连环关系有无中断，可以帮助我们判明诉讼程序是否合法。
把握法律文书的这种连环关系，有助于后面一个环节的文书制作者在制作文书时，避免前一个法律文
书写作上的不足，提高文书的制作质量。
②4．制作的时效性办案有时限，反映在法律文书上也有个时效问题。
制作这类文书，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有关时限的规定。
此外，还有相当·部分法律文书，虽然法律对之没有作出明确的时限规定，但不等于说这类文书不存
在时效问题。
诉讼经济是进行诉讼的基本要求，办案贵在及时，不能拖延诉讼，况且，从总体上来讲法律对侦查、
起诉、审判机关诉讼阶段都有严格的时限规定，各个具体诉讼环节的法律文书也相对要受制于这一总
的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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