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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的修炼（中国法官的心路报告）》由田成有所著，立足理论和实践的视角。
直面当下问题，求点创新，说点真见。
　　《法官的修炼（中国法官的心路报告）》收录于书中的文章，来自《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
》、《云南政协报》、《时代名流》等。
内容关于法官，关于法治，关于社会。
　　法官代表和凝集着一个民族的未?，承载着一个国家成为法治国家的希望与理想。
在绝望与希望，毁灭与重生，失败与成功之中，是参与者，更是建设者，要有所担当和贡献，共同找
希望。
　　法治是依法办事的治国方略，引导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培育民众对法律的信心，推动民族法治精
神、正义观念确立，要有所突围和改变，共同找方向。
　　立足于中国现代国情语境，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本源，打通社会的阻隔与偏见，分享奋斗的情感、
失望与凯旋，要有所贡献和才智，共同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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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成有，云南省富源县人。
1982-1986年云南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
1986-1989年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2003-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现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云南省委副主委，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中央法制建设委
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常委，法学博士，教授。
主要成果已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现代法学》、《法律科学》在国内著名杂志上发表100
多篇文章。
成文近200万字。
已出版《传统法文化与法治现代化》、《质疑与创新一法学边缘处的深思》、《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
运用》、《地方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官的人生》、《给法官的九百
句忠言》、《守护正义一当代中国法官的知与行》等专著。
曾获“云南省杰出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秉承“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理念，建肺腑之言，献务实之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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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官的“方”与“圆”法官的职业与事业法官要过四重门法官内心的精神图腾找到做法官的尊荣法官
不是“官”，而是“医生”或“教师”做个平凡的“平民法官”我选择向这样的法官致敬法官为何要
重视职业道德？
法官的德性法官的人文修炼法官的知识和经验法官的品格和学识难于描绘的中国法官形象法官要有爱
民、为民的良知法官的道德良知和人文关爱法官要有自知之明，自制之力我们需要培养法官哪些素质
？
别让卡通“卡”住了法官的形象法官的作用与发展法官的处境和压力在哪里？
司法裁判的社会经验法官的大局观法官该怎样服务大局？
法官的裁判智慧法官的政治智慧法官高明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审判效果司法的权威必须来自于严格执
法法官如何认定证据和事实法官职业必须严守中立严格维护法院的终局裁判效力以案结事了为最高目
标法官该怎样讲话？
法官既要会做判官，更要会做教官法官要贡献自己杰出的作品仅有宣判是不够的，必须说理法官自由
裁量权的价值和规制法官的“远”与“近”认真对待中国的法治国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究竟“
特”在何处？
“马锡五审判”的司法价值司法群众路线之认识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司法？
尊崇法律还是符合民意让司法大爱温暖人心司法要融入到民心中去影响法官裁判的几种因素法律与民
俗习惯的调适法官要拿捏好调解的尺度宽严相济的“度”能动司法如何能动？
民众信访，法律何为？
认清文化对法治的意义法院为何要重视文化建设？
儒家的民本思想及民主的提升儒家德治思想的得与失从文化的视角看法官的廉洁公正法院发展中的文
化含量不要轻视法院的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法院精神我们该建设什么样的法官文化？
法律何以被信仰？
法官必须带头信仰法律法官要树立崇敬、信仰法律的精神为什么要重视法治理念？
从制度层面看法治理念的重要立足司法实践反思法治理念的重要法官必须坚守的司法理念法官的第三
只眼我们应从香港学习什么？
难忘的香港法律开启典礼仪式香港反贪腐给我们的启示留下的和带走的欢迎记者的报道与监督司法机
关如何善待传媒？
司法活动要面对传媒的挑战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法院宣传报道如何出新招？
互联网对司法带来的影响与回应让网络监督回归理性律师，什么才是你的正途？
法官与律师的职业共同体法官与律师的相处之道善待不穿法袍的人民陪审员政府推进型法制的必要与
限定限制权力、行政诉讼与法治政府行政首长须从幕后走到前台社会管理的法治思维在夹缝中磨合和
成长的中国法治何时走出法学幼稚的怪圈法学研究必须敢于猜想与反驳法学研究的失语及我们该研究
什么？
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学问？
苏力的研究视角及西化与本土的纠结我们该从先生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西政精神应如此安放怎样培养出优秀的法学生？
人大代表和法院工作都在接受考试法院赶考与代表给分后记：写给未来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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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通过严谨的法律思维和长期积淀的办案经验最终作出判断和决定。
司法审判从来不是就法论法，就审判而审判，不是一个机械地、简单地对照并套用法律条文的过程。
审判的实质是为了公正地解决纠纷，是要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要实现这一目的，法官拥有和掌握的东西必须是很多很多的，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的案件，法官要
在一定的法律意识指导下，依靠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通过严谨的法律思维和严密的法律逻辑推理，
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
所以，法官除了具备一般的法律知识外，还需要有日常生活的知识和经验，需要有对世态人心深刻地
体察和领悟，法官身上所具备的知识，不仅仅是特定法律书本上凝固下来的专业知识，而且还有法官
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存在于当下的生活中的具体的生活常识和社会经验。
此外，法官职业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力，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专门职业，而不是
代表任何个人的私人行为。
审判活动是法官代表国家惩罚犯罪、解决纷争的活动，具有国家的强制力和法律的威严性。
无休止的诉讼，没有权威的司法不仅导致了人们对法院裁决的不尊重，而且会严重损害法律的价值。
法官职业的权威性，体现在法官握有国家赋予的审判大权，一纸判决，多少冤案有可能得以昭雪，大
笔一挥，财产会被分割，家庭会被伤害，人头会被砍落，听讼审案，一不留神，不仅可能影响或改变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可能会摧毁一个单位、冲击一个国家的命运，显然，法官职业的权威
与崇高已经关系到一个国家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关系到法治社会的形成，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
现，关系到社会的安宁与和谐。
过去我们对法官职业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依法惩治犯罪，依法调整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关系的层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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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官的修炼》：中国法官的心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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