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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他的司法行为和具体策略。
当代中国法官常常遭遇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和矛盾，既背负着实现“程序正义”的现代法治理想的
重任，又要面对社会“情理正义”观念的压力，其司法行为既要有“合法律性”，又要有“合法性”
。
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重压力下，法官角色呈现多元化特征。
法官的司法行为并非严格遵循规则的结果，而是根据案件的局部情况和场景条件，依赖自身的努力完
成的。
法官因案而异的司法行为透露出当前司法的可协商性，法律正处于新制度创生的过程中，司法成为新
制度的生成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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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职业，是个人谋生的一种方式。
但是，职业不能仅用个体赖以谋生的职务或者工作来诠释。
职业的现代意义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角色和社会位置。
社会学中的“角色”一词包含两个主要成分：社会的客观期望和个体的主观表演。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即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社会对每个处在一定社会地位上的个体有着一定的要求，即社会对个体的客观期望。
与此相应，每个人在采取一定的行动时，都会想象与之互动的人及其他人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在完
成某种行为之后，还会揣摩对方及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当个体依照社会对他的要求去履行义务、采取行动时，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同时，个体的角色扮演还受到自身主观能力的影响。
个体的主观表演能力包括对自身角色的领悟能力和角色扮演的技能，如理解、表达、判断等能力。
如果说社会期待规定了个体角色行为的共性，那么，个体的主观能力则决定了角色行为存在着丰富的
个性。
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行为是这种共性和个性的综合结果。
综上，角色就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职业角色是人们在一定的工作单位和工作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职业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一个表现其价值的场所或位置，这个位置的高低贵
贱以及社会对进入这个位置的个体的要求所反映的就是社会地位的高低。
每个职业都有本职业特定的职业准人条件、职业规范（道德）、职业（专业）技能和职业地位。
当个体从事某种职业时，社会会认为他有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能够按照职业规范约束自己的职业行
为，于是在他获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获得了某种社会地位。
可以说，职业在现代社会是个人社会地位的一种具体体现。
占据某一职业的人将社会对其职业的角色期望内化为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的标准时，即形成职业意识
。
社会对每一种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都会有一定的评价，即职业声望。
职业声望高，意味着社会地位高，职业行为权威性亦高，即社会对其行为逾容易采取赞同的评价。
社会赞同，或者角色支持，是人们按照社会期待进行社会交往所取得的基本报酬。
布劳指出：“人们渴望社会对他们的决定和行动、意见和建议表示赞同。
别人的赞同有助于他们的判断，证明他们行为的合理性以及证实他们的信念。
”当自己的行为获得别人的赞同时，个体会感到十分的满足与愉悦。
个体总是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行为，以期与社会期待一致，从而获得社会赞同。
在这种调整和改进的过程中，社会对个体职业角色的期待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行动规范。
即角色认同。
个体的角色认同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1）人们关于某种角色理想化了的观念获得观众支持的程度
；（2）人们充当相应身份，即“进入角色”的程度；（3）人们扮演角色所获得的外部和内部报酬的
大小；（4）人们对角色扮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
在上述诸因素的影响下，角色认同显示出不同的显著性层级。
在层级序列中，处于较高位置的认同对个体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使他们极力去组织自己的行为，按照
这种认同所表示的规范来表现自身。
每一个个体都在互动中谋求通过角色扮演，将自己定位于显著性层级中位置比较高的地方，并寻求角
色认同的合法性。
　　二、西方国家法官职业角色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职业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为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发达的市民
社会又培育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相互独立与制衡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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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产生于社会道德伦理宗教等价值体系，在“陌生人社会”里发挥着联结纽带和交往基础的作用，
并逐渐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最高行动规范。
特别是在近代市场经济成熟和以个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之后，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被社会
广泛认可和接受。
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得到承认和保障。
人们要求法官不是国家的附庸，也不充当市民社会的代言人。
法官在国家与社会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
他在诉讼中是中立的裁判者，在社会生活中是“远离尘嚣的孤傲者”，其作用在于通过裁判实现或者
回复社会正义。
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和律师队伍的迅速壮大，法官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逐步确立了严格而完备的培养
、选任和职业保障制度。
西方社会法官职业角色的“理想化了的观念”逐步成型，具体包括以下内涵：（1）法官是以定纷止
争、对诉讼案件做出裁判为专门职业的人；（2）法官应当具有独特的法律专业知识、技能和思维方
式；（3）法官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4）法官是具有独立
的地位，并形成内部同质化的职业共同体。
法官职业化客观上带来了西方社会法律运行的程序化和技术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官的随心
所欲和个人专断，使法律的公平性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法律运行的程序化和技术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把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问
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得出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法律方案。
正是通过法官的裁判，构建起独立于社会道德与经验价值判断的“法的空间”，并在现实中得到社会
大多数人的接受，法官这一职业角色也获得了空前的社会赞同，从而使得法官获得了极高的权威和地
位，成为维系国家和社会的中坚。
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官在社会中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其职业声望也始终是最高的。
对于西方社会的法官来说，较高的职业角色支持并增强了法官对其角色的自我认同，即职业自尊感。
法官对其相应身份的认同程度很深，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坚持把法律当作唯一的上司。
法官在个案中的价值判断，只根据法律关于公平、正义的选择作出。
英国法官丹宁（Tannins）勋爵有一段名言：宪法不允许以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判决：上帝不让这样做
！
我们决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如果某种后果是叛乱，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
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这种自尊不仅包含着这个职业集团中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对自身职业的信心与自豪，更重要的是对自身
公正、廉明形象的维护与珍惜。
法官的假发、长袍等显得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古怪的装束也得到保留，不仅仅作为“法官
是长者”、“经验与智慧”的象征，更是法官对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绝和超脱的标志。
法官们认识到，在社会公众的感觉中，法官比其他任何业角色形成的过程是法官寻求社会的角色支持
的过程。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期望中，哪一种期望对法官的压力大，法官自我认同的显著性层级越高，法官
就倾向于采取迎合那种期望的行动。
本章的重点在于，发现当代中国法官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为后面各章揭示法官司法行为特征奠定基
础。
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及其不同的价值诉求，给法官以多元角色期望
压力，从而导致法官的角色冲突与紧张。
为了取得社会各方面的角色支持，法官在自我认同方面势必呈现复杂甚至矛盾的角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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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法官角色与司法行为》里，既有判决的形成、调解的运用、执行的实施等程序运作现实情况的介
绍，又有案件的实体结果如何在法律、习俗、人情关系、利益权力、科层组织乃至小集团内互动的力
学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下逐渐成形的具体描写；既生动地记述了好些个案纠纷处理的台前幕后，也
通过若干个人的生活史刻画出了一个基层法院内的法官群像。
作者还调动了社会学和法理学提供的许多概念命题、框架学说等学术资源，对这些故事所蕴涵的理论
意义做了十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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