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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二版即将问世之际，作者嘱我写篇序言，说从读者或同行的角度谈一谈书中的内容是否还
有重新推出的意义即可。
恭敬不如从命，且关于本书，也曾有过多次与作者本人或与其他师友的讨论，现在大概就算把这种私
人话语转化为公共话语的一个恰当的时机了吧。
　　自恢复法制建设三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令人颇为尴尬的是，在对外国相关法制及学说的一般性译介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民诉法学的进一步
发展似乎主要就只能依靠立法议题来刺激和推动了，新法不出台，立法不修改，研究往往就陷入停滞
、乃至沉寂，迄今为止，主流民诉法学就像一只“无脚的鸟”，悬浮在半空中，始终没有落到可以栖
息、生长的实地，通常的研究范例是：在“外国如此我国也应当如此”之潜在预设的影响下，将外国
法制或学说的介绍梳理作为立论的前提或基础，杂糅进有关我国的某些片断或模棱两可的事实信息，
就引出法律修改或制度构建的政策建议；或者通过对所谓“国情论”的刻意强调，达到相反的结论。
无论肯定或否定，这种以立法的制定、修订为指向，以比较法知识为主要理论渊源的研究始终难以穿
透“话语”（discOurse）与“实践”（practices）之间的隔阂，游离于法院日常审判实践之外而难以给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带来深刻的或根本性的变革发展，也不能与司法实务建立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联系
。
近些年来民事司法政策转向及法院调解的“复兴”，或许也可以视为这种局限性的表现之一端。
　　后记　　本书自2002年出版以来，曾加印过一次。
此后七八年的时光流逝，坊间早已不能见到有售，但似乎仍时时有一些热心的读者求购，作者也曾若
干次回复相关的问询。
不过，促使本书出第二版的一个重要契机，却是最近作者因去台湾讲学，欲自己购买几册赠送海峡对
岸同行而不得的经历。
当时在遍索附近书店之后，先请出版社的编辑到书库搜寻，未获。
继而央网络购物相对练达的学生上网去代买，得到回答却是网上出售的本书只有复印本了。
其时正好承清华大学出版社法律事业部主任玉成，询问本书改版再出的可能，我们一拍即合，就此决
定了推出本书第二版的出版计划。
因此首先要感谢本书编辑的鼓励和她为第二次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既然是改版，原来放在《清华法学文库》系列里出版时的总序只好取消。
为此需要重新写一个序言。
基于自己想了解从一般读者的角度来看本书重新出版究竟有多少意义的心理，委托了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法学院的陈杭平讲师为本书第二版写序。
通过他写的序言这个契机，使我得以再次检视本书最初出版时自己希望从事的部分工作.在此要对杭平
致以谢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抗与判定>>

内容概要

作者在《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第二版)一书中试图用“对抗”和”判定”两个
基本要素来把握、归纳渊源于西欧法律传统，并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民事诉讼所共通的深层结
构。
日本民事诉讼被视为体现这种结构的制度样本之一。
本书就是通过对其各领域程序设计与运作的描绘分析，较完整而又具体地例示这一可称为“对抗·判
定”结构的理论模型。
 　　作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很难做到两拿的课题是，如何既能够完
整而深入地把握理解作为参照的国外资料，同时又提供真正可能切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参考。
本书为了克服这一难题而在方法上做出努力：就在于构筑上述有关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理论模型，并
试图利用此模型来对日本畏事诉讼制度做出某种整体上的统一说明。
作者希望通过这种虽然间接却可能发掘至深层的比较方法，为进一步深入把握我国民事诉讼的现状及
审判方式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反思的材料或新的切入视角。
 　　本书适应于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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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月11日，被告用传真给裁判所发来了记载有需要鉴定事项的鉴定申请书，同时也给原告方传去
。
原告方则发回了收据和反对进行鉴定的意见书，称把原告方负责工程施工的K和被告委托就自己所受
损害金额进行了估算的专业人员H作为证人完全可以达到目的，所以没有必要再做鉴定。
在这份反对意见书中作为预备性主张，原告还提出如果决定采取鉴定方法，则请求把阳台工程最合理
的施工方案是什么、需要的费用如何估算才合理这两点补进被告申请的鉴定事项。
裁判官考虑到对于本案建筑的瑕疵，除了被告已委托估算损失的专业人员以外，确实还有必要请一位
具有中立性的专家提出鉴定意见。
于是做出了决定采用鉴定方法，并指定了持有一级建筑师资格的G担任鉴定人。
关于鉴定事项，则根据被告申请再参照原告的预备主张，定为以下几项：阳台工程最合理的施工方案
以及所需的费用；本案建筑因居住面积减少而流失的资产价值；对窗户漏雨、门扉开合不便、外壁上
裂缝进行修缮所需要的费用；以及支柱使用杉材使资产价值减少的金额。
　　书记官接受裁判官指示后，即用电话通知了双方当事人，双方均没有对选任G为鉴定人提出异议
。
书记官于是用传真给G发去了记载有鉴定事项的鉴定委托书、空白的宣誓书以及说明宣誓后如有虚假
鉴定等情形将受处罚的书面材料，要求G以填写宣誓书后提交裁判所的形式来表示接受委托并做出宣
誓，关于鉴定期间，在G不表示异议的前提下，把约一个月之后的1999年1月18日定为向裁判所提交鉴
定意见的期限.几天以后，G把有自己签名盖章的宣誓书用挂号邮件寄交了裁判所。
既然鉴定意见提出的期间已定，裁判官在通过电话与双方的代理律师商量之后，把协议程序进行的期
日定在1月25日下午3时、开庭进行证据审查的第二次口头辩论则定在1月27日下午1时。
双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都用传真向裁判所提交了期日准时出庭的书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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