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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的宗旨在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专注制度，推动立法。
　　2008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之所以仅仅是局部性的，而非全面性的；之所
以未达预期的效果，而难免令人有失望之感，究其缘故，固然有诸多或种种，然而深层次上的原因，
不能不被认为是，学术研究未能跟上立法之需求也。
　　反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起初营营碌碌于注释法学，后来迅速遭到诟病，认为这种研究长
此以往，难脱原地踏步之嫌；于是乎，取而代之的乃是所谓的理论法学，以抽象思维见长的学者们，
纷纷登台发表高见，短时间内，竟一扫注释法学之积弊，法学研究的面貌因之而焕然一新。
然而，时间稍长，人们便发现，坐而论道原本是一件更为轻松的事，难点还在于，将放飞的思绪从辽
阔的天空中收回，屏心静气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制度构建。
　　具体的制度构建全然有别于潇洒的理论畅想，它需要有透彻的理论把握，敏锐的时代触感，宽阔
的学术视野，务实的精心构筑，以及弥漫于全书中的价值说服力。
这样的理论研究，显而易见，是多了一份枯燥，少了一份浪漫；然而，这样的理论研究，同样显而易
见的，乃是真正的理论升华，培植了真正的学术之根。
　　德国学者海德格尔通过对“真理”一词的词源学考察表明，真理的古希腊语是aletheia，原意是“
无蔽”。
可见，真理的本质就在于无蔽，而无蔽就是敞亮，敞亮就是本真。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试图将我们各位作者本真的制度构想——无论是全面的抑或局部的，敞亮开来，
达至无蔽，然而同时还要绝对地说：我们距离真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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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一书是作者十余年来关注和探索民事证据制度的集中性成果，“以证据
文化诠释证据制度，以证据制度型构证据文化”是其基本的学术立场，分基础理论编、基本问题编、
重要制度编和他山之石编，对已经开始且正在经历重大历史性变迁的中国民事证据制度所涉及的诸多
问题进行了立场鲜明、论证有据的回答。
作为压台部分，共356条、近4万字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实现了从理论到建议的跃升，是对中
国民事证据的立法需求、司法需求和学术需求的集中回应并将产生也许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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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维建，男，苏州大学法学学士（1986），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92）、法学博士（1995），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1997），为新中国第一批民事诉讼法学博士、第一个比事诉讼法学博士后研
究人员。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
2005年首批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民事诉
讼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我国集团诉讼改革研究”和“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等
多个国家级、部级重人重点项目。
三要著作有：《美困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
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专题研究》（合著）、《香港民事诉讼法》（合
著）、《民事诉讼法》（合著）、《民事诉讼法学》（主编）、《美国民事诉讼规则》（牛编）、《
比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合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
诉讼流程》（合译）等。
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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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　　——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　　证据的属性是证据这个概念
的内涵的具体化表现或分解，也是证据赖以构成的诸要素，同时也是判断某物是否为证据的标准，是
证据区别于其他非证据事物的标志。
所以，证据的属性、证据的特征、证据的构成要素、证据的形成条件、证据的判断标准等，都是等义
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后面的论述将会表明，证据的属性和证据的本质属性乃是两个不尽等同的概念。
具备了证据的属性，证据就符合了它的概念模式，证据就成立了，就能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了。
可见，证据的属性是一个有待判断的对象，是在审判者行使判断权以后才产生的概念，是否具备证据
的属性，是将证据和非证据区别开来的分水岭。
但是，证据究竟有哪些属性？
这个问题在我国证据法学界一直有争论，到现在为止，争论还在继续。
现在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取消论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种争论的一种反映。
笔者写这篇文章，也是这种争论所激发的兴趣使然，同时也感受到这种争论绝非无意义的文辞之争，
而相信它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信这个问题的澄清并达成共识，对建设我国的证据法学理论体系
并确立其指导性原则，都有着基础性的价值。
在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中，证据的概念论或属性论，无疑是一个开端性、基石性的理论，也是一个需
要加以认真讨论和严肃对待的理论。
　　我国学者对于证据的属性曾先后提出过数十种概念，如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多样性、两面
性、制约性、真理性、证明性、可采性、重要性、阶级性等。
这些属性概念，有的仅仅是个别学者的一己之心得，并没有获得呼应或赞同，因而很快销声匿迹了。
还有的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像通说那样流行，但很快也随着历史巨轮的飞驰，逐渐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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