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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司法生长于乡村社会并扩展至城市社区，总体上呈现出乡土司法的特质。
它既受到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又反映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最具有意义的问题往往在基层司法中
更为突出。
基层司法是中国司法的典型形态，代表了中国司法的具体状况，体现了中国司法的基本特征，反映了
中国司法的主要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基层司法就是关注中国法治的前途。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回应基层百姓的司法需求，重视利用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为了解基层司法的现状，2009年3月以来，我先后访问了重庆市、浙江省、江苏省和福建省的多家
基层法院。
这些基层法院的实践和探索各有所长，各具特色。
例如，姜堰法院汤建国院长勇于开拓，勤于思考，倡导将民俗习惯引入民事审判，其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晋江法院坚持司法为民，顺应社情，创设具有闽南特色的“茶桌调解法”，千方百计促进司法
和谐；荣昌法院在年轻院长王小林博士的带领下，锐意创新，运用社会力量合力解决纠纷，取得很大
成效；在著名的“廊桥之乡”寿宁县，山区法官不辞辛苦地调处民间纠纷，为乡村和谐作出默默无闻
的贡献。
通过调研，我对基层司法的情况有了更为直接、全面的了解，也获得了许多新鲜的体会和感受。
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风俗习惯、丰富多彩的本土司法资源，基层法院对司法规
则的灵活运用、不拘一格的审判方式，基层法官的办案智慧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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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仍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学者仍在不断地进行探索。
首先，学者不断补充和拓展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在更深入地研究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
职能、构造等已为诉讼法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概念和范畴的同时，还对一些以前没有得到重视的基础理
论展开了研究，如诉讼客体、诉讼行为、诉讼条件等，并对诉讼文化、诉讼仪式等一些新的概念和范
畴予以了有益的探索。
其次，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意义的新的理论体系，如卞建林教授主编的《刑事证明理论》一
书摒弃了传统证据法学以证据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而围绕刑事证明概念、刑事证明理念、刑事证明原
则、刑事证明主体、刑事证明对象、刑事证明责任、刑事证明标准、刑事证明手段、刑事证明程序、
刑事证明方法等十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力图建立新的以证明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这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尤其是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学者还日益注重对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加以研究，
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使之上升为理论，这种实证性的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
更新，如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事和解等问题的研究。
此外，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侦查学、检察学、审判学、辩护学、证据
学、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律师学和被害人学等分支学科相继问世，这些分支学科在理论上与刑事诉讼
法学或交叉或重叠，但均在各自的角度上强化、发展了刑事诉讼法学理论。
2．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是与刑事诉讼法学体系
的发展与完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一些亟待“拨乱反正”的基本原则。
后来这一研究范围虽然不断得以拓展，但从总体来说，整个80年代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现
实主义与功利化倾向，即将研究的视角置于“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上，探讨的主要是一些诉讼原
则和制度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关注的主要是一些早已被西方国家法律确立的原则
和制度在中国能否得到适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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