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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距离大海最近的法学院，只知道近得抬眼一望就看见惊涛
骇浪，俯身触摸就是温柔的海滩；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享受阳光最充裕的法学院，只知道所有
的教师工作室都是向南面海，从日出东山的那一刻就开始接受阳光的恩赐，即使在黄昏的瞬间，也能
收揽最后一缕光芒！
　　海纳百川，自然会赋予她宽广浩瀚的胸怀：阳光普照，更使她天生充满了博爱与无限生机。
厦大法学院就是在大海与阳光的厚爱中悄然迎来了八十周年华诞，更为欣喜的是伴随生日庆典的到来
。
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犹如一个新的生命宣告诞生！
　　翻开厦大法学院八十年的历史画卷，值得回眸和感慨的片段有很多：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法
科，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系。
1930年2月，厦门大学改科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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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变迁和制度发展的两个背景出发，把法官角色放入社会、组织和诉讼的多场域以“柳
花拂面”、“红杏枝头”式的手法具体描述了自致性、规定性和表现性的法官角色静态定位和期望-领
悟-实践三个阶段上的法官角色动态演绎，意图摆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感觉，来真切
体味“满同春色”的迫近盎然、浓烈热闹。
　　本书认为，从问题到案件的解释话语是法官角色由社会进入法律的途径；而借助从“书本上的法
律”到“行动中的法律”的理论区分，法官又是法律进入社会的途径，这好像是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的视而不见。
结合专门职业的求知价值、实用价值和援助价值，分析了法官角色的自致性、规定性和表现性；以两
个交换理论为核心梳理了法官职业自治的两个理论渊源：一是从局外的视角，罗伯特&#8226;K.默顿提
出的社会以职业的自治性而换取专业服务；二是从局内的视角，诺内特、塞尔兹尼克提出的以实体上
的服从换取程序的自治。
然而这也难以避免笔者的观点在法官在职业化与政治性，专业化与民主性两极之间的左右摇摆。
本书还在合理借鉴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朱苏力）和司法过程的辩证理论（皮罗&#8226;克拉玛德雷）
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从技术到情感”的司法程序中法官角色定位的思路，这有时可能是对现行
制度的修补，甚至也可以说是“循环往复”的一种回归。
　　本书中不管是提纲挈领式论断还是信手拈来的论据，都有可能是孔之见或者一家之言，因此这里
的一个经验、直觉、理论的缤纷呈现如果不是一种且听下回分解的线索提示，那么作者更愿意透过读
者您的慧眼来发现天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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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的主观作用或者人的因素，既有正面作用，又有反面作用。
法律既面对当下，又指向未来。
法律形式的习惯法与法典都在分权的宪法原则下提高着警惕，而法官自己也谨守权力的边界，但是一
种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并不能避免。
成文法典自然会受法院解释法律的方式所影响。
目的解释较字面解释走得更远，这种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法条结构的方式，为法律的发展提供着活力
。
法官主观作用最为典型的情形是对规范冲突的协调和取舍以及对规范漏洞的填补和发展。
不过，法官的主观作用甚至与制度因素融为一体。
法律规范预设或者限定了人的行为模式，但是无论法律规范多么细致严密，而法律的适用必然要由人
来进行。
当法律的适用出现因人而异的情况，就分明地说明了人的主观因素在起着作用，甚至这种因人而异赋
予了死的法律以活的生命。
法官的主观作用主要体现诉讼程序的目标和过程上。
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对司法制度进行了理想分类：其一，按照政府职能特点分为纠纷解决型和政策
实施型，分别对应回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前者鼓励社会自治，后者强调政府主导。
其二，根据权力结构的特点分为科层式理想型和协作式理想型司法程序，前者的特点是，官员的职业
化、严格的等级秩序、决策的技术性标准——技术官僚式取向和（逻辑而非实用主义的）法条主义。
后者的特点是，外行官员、权力的平行分配、追求实质正义——尊重共同体规范，容忍不确定性和特
殊处理，专业人士与外行官员之间的协作，等等。
①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法律不确定性往往容许了人的因素负面作用大行其道。
首先，在职能目的上，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实施型的制度特色，刑事诉讼往往强调不择手段打击犯罪，
这与中国传统法律的非制度化、反形式化倾向或者“实质合理性”倾向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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