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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司法口才学教程》的前言中，我想谈如下几个问题。
　　一、对汉语的情有独钟　　与其他爱好文学的人一样，我对汉语言文学的情有独钟是与生俱来的
。
在青少年时期，正值“文革”，我总是想方设法去借书、抄书、学习经典，向汉语教师请教答疑。
虽说盲目，但零星点点也积累了不少。
20世纪80年代，我读大专、上本科，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时痴心遨游书海，钻研语言文字，
并有幸得到几位资深教授的不吝垂教，几度光阴，积累颇丰。
　　1984年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东西，为各类报刊杂志撰写散文、论文及教学辅导文章20余篇。
1990年底，从太原市北城区教委教研室调入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主讲《现代汉语》、《大学语
文》。
由教研员到教师，工作环境变了，但所研究学科方向不变，一样使我如鱼得水，自然有一种由衷的喜
悦。
　　二、与司法口才的因缘　　初识司法口才，大约在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是《智取威虎山》中
审“小炉匠”栾平的情节。
杨子荣威风凛凛地讯问。
令人振奋；栾平百般抵赖、狡猾而丑态百出地回答，令人忍俊不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影片在内地放映，又让我增加了对司法口才的崇敬，法庭上律师口若悬河、
据理力争的辩护，那气势、那场面、那义正词严又充满智慧的话语，实在让我佩服。
由此我感觉律师既是法律之师，又是口才之师，他们的雄辩滔滔，更让我对司法口才油然而生敬意。
　　真正与司法口才打上交道是1992年冬季。
当时根据司法部的规定，我院决定开设司法口才课程，我主动请缨，承担这一课程的授课任务。
那时年轻，对工作的热情极高，再加上对司法口才的崇拜，我下决心一定拿下这门课程。
于是，我边教学边自学，利用业余时间修完了大学法律本科的大部分课程，到实际部门学习，特别是
向当时有实践经验的学员请教。
每次课间都是我向学生学习的绝好机会，几年下来，集腋成裘，我还真受益匪浅！
司法口才很快成为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
1995年，我院编写的律师专业口才教程《律师口才学》，其中2／3的内容由我执笔，真正与司法口才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在汉语言文学与法学十字路口上思考　　汉语言文学和法学是两大门类的学科，其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思维形式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而我多年来却一直肩负着两大门类学科的教学任务，主
讲《现代汉语》、《大学语文》、《司法口才》、《法律文书》。
　　每年春夏季，我讲《大学语文》，书中一篇篇生动、丰富、隽永的文字让我陶醉，师生共同徜徉
在美妙的字里行间，体味着中华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品味着汉语言文字的灿烂与辉煌，自是一种欣
慰。
　　每年秋冬季，我讲司法口才，历尽艰辛不断添充讲课内容，使过去枯燥的课程变得生动起来，我
体会到了“苦中有乐”这一词语的真正含义，看着我的学生一个个争先恐后登台像模像样地模拟讯问
、模拟宣读、模拟法庭论辩，我欣慰，我高兴。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我大违先哲之训导，站在汉语言文学与法学的十字路口上，二者不愿舍一。
　　在法学与汉语言文学的十字路口上，我思考着。
司法口才是法学与口才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法律专业性很强，同时涉及的知识面也
很广。
司法口才是“姓法”还是“姓文”？
我认为司法口才“姓法”的好。
第一，司法口才的法律专业性很强，只有学好程序法、实体法并综合运用司法口才，才能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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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该课程应当在法学专业高年级开设，学了就去实习，学以致用。
第二，“文”的积累为“法”服务。
司法口才涉及面广，除涉及法学以外，还涉及语言学、口才学、逻辑学、语音学等。
应当首先学好语文等基础课，为高水平发挥司法口才打基础。
　　四、该书的写作初衷　　初识司法口才令人兴奋，深入研究起来却格外艰难。
主要是参阅的资料奇乏。
就国内而言，普通口才学研究轰轰烈烈，司法口才研究却廖廖无几。
学术界对司法口才这一边缘学科的研究显得过于冷漠，以至于在市面上很难看到近五年来关于司法口
才方面的专著、教材。
在各学术刊物上，偶见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我都会如获至宝，格外惊喜！
　　于是，我产生了编写一本关于司法口才学方面教程的想法。
今年夏天，我将现有的司法口才讲稿，在体例上大胆探索，在内容上加工增删，根据法律专业学生特
别是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编写了这本教程。
该教程试图体现如下几个特点：　　1．试图建立司法口才学的学科体系。
司法口才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专业学科。
既是一门学科，它应当也必须有自己的学科体系。
该教程分为三个部分：导论、司法口才基础知识、司法口才实际操作。
第一部分导论，从理论上探讨该学科概念、特点、分类及历史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司法口才基础知识
，着重研究司法口才与汉民族共同语的统一性与分异性，是司法口才的实际操作的基础；第三部分司
法口才实际操作，系统总结司法人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常见的司法口才方法和技巧。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司法口才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法律专业课。
从全书结构看，除上编导论外，中编与下编的关系就是司法口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下编每一个章节
里前几节讲概念、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后几节又是该项口语的实际操作，如司法口才方法、技巧
及训练；从每一个方法和技巧看，先讲这一方法技巧的理论，后举实例说明。
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是全书反复咏叹的主题。
　　3．力争使该书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现在的学生品味高了，吃苦精神却少了，“学海无涯苦作舟”，学得面如土色、口舌生疮，早已不被
青年人所接受。
如何将“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要我读”变为“我要读”，是我们这些教书人、写书人应当注
意的问题。
为什么不把“苦读”，“变”乐读“？
　　基于上述的主导思想，该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十分注意把枯燥的司法口才变得生动起来。
摆脱过去板着面孔说教、摆脱过去用抽象的理论讲抽象的概念，语言力求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通
俗而生动，所选案例尽力贴近青年人生活、贴近他们关注的问题。
　　以上是该书美好的写作愿望，是否得到读者首肯，有待实践的检验。
衷心的希望您读后能不吝赐教！
　　这本书主要是为高职高专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司法口才而编写的教程。
它或许对法学教育，对侦查人员、主诉检察官、律师、法官的办案工作有所帮助和借鉴，或许对专门
研究口才学、法学的大师们及我的同行们深入研究与建言立说，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将是我最大
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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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问：既然如此，那你解放后为什么不回国？
难道你就不怕中国人民向你讨还血债吗？
 答：我在中国习惯了，我喜欢中国，舍不得离开她。
 问：你的“喜欢”和“舍不得”指的是什么？
恐怕是另有一番含义吧！
 答：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问：不！
你很明白。
你的所谓“喜欢”、“舍不得”，说穿了，就是像当年你们日军法西斯想的那样，要吞并中国，永久
地占有她，统治她，压迫她！
 答：我的⋯⋯这个意思的不是。
 问：收起你那一套吧！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的这种思想。
这个证据，也包括你所接触过的在京的日本人的检举。
 答：那是些软骨头，他们根本不配做日本人！
 当讯问人员问高野正二为什么不回国？
他反而变被动为主动，说“我喜欢中国，舍不得离开她”。
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战犯，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颠覆活动的法西斯主义
者，是绝不会“喜欢”和“舍不得”中国的，讯问人员及时识破敌人的谎言，根据事实和逻辑给予了
义正词严的驳斥，直接点出被讯问者的真正意图，将主动权又控制在自己手里。
 会话式有声语言，会话双方始终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结构中，因交际双方题旨不同，心理状态不
同，双方的交际地位、控制与反控制、主动与被动不断变化，会话式有声语言交际变幻莫测，随机性
很强。
 二、无声语言 除了有声语言外，无声语言在交际中有不可忽略的特殊作用。
由于“熟视无睹”，以致人们渐渐淡忘了它。
假如你在街头向人问询：“请问，迎泽公园怎么走？
”回答的人不带任何表情和动作甚至眼神，说：“从那边走！
”你会觉得这个信息很含糊，你仍然不知该怎么走。
如果那个答话人边说边向迎泽公园的方向指一下，你就会目标明确地向着他指点的方向前进。
无声语言在交际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听录音不如亲自聆听本人的讲话效果好。
 由此，言语交际中，无声语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声语言可分为态势语、默语和界域语。
 （一）态势语 一个人在交际时不但有言谈，还有举止。
我们常常会见到这些常见现象：一个人倾听别人说话时，会望着那人的脸，尤其是他的眼睛。
为了表示注意，听话人会轻轻地点头，或者说“嗯”。
如果哪一句话他很赞同，头就点得很深；如果哪一句感到怀疑，他就会扬起眉来，或者两个嘴角往下
搭拉；如果不想再听下去了，他会把身子挪一挪，把腿伸一伸，或者移开视线，不再注视说话人。
这就是态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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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司法口才学教程(第2版)》融入了司法口才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
司法口才实用性的特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有课堂讨论案例又有课内外实训，内容丰富多彩，形
式活泼多样，是高职高专法学专业司法口才课程的理想教材，是法学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参考，
也是公检法等司法干警、律师、公证、仲裁等机关和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基层司法所司法助理员、人民
调解员工作的得力助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司法口才学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