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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总论和文体分论两大部分组成。
总论部分以写作的基本知识为理论基础，采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论证了法律文书的概念、性质
、作用，总体特点和写作要素要求。
文体分论部分基本上是按诉讼程序和制作机关，分别介绍各类法律文书的写作知识。
　　现在本书所讲解的文书格式与司法实际部门使用的文书格式完全吻合。
因此，本书是一部内容格式新、实用价值强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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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致远，男，1926年4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清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

    宁致远教授是我国法律院校“法律文书”课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法律文书学和法律语言学两个学科
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其主编的《司法文书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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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依照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对诉讼参加人的书写方法：先列写
原告称谓、姓名及其身份情况。
原告不只一人的，依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大小，从大到小，顺序列写。
原告有诉讼代理人的，代理人要在其被代理人的次行写明其称谓、姓名和身份情况。
诉讼代理人的称谓，要写明是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还是委托代理人，而不能笼统地写为“诉讼
代理人”。
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一定要注明他与原告的关系。
原告的指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如果是原告的近亲属，也要注明他和原告是何种亲属关系。
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如果是律师的，只写称谓、姓名、性别、单位、职务（律师），不写律师本人的其
他身份情况。
如原告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当事人称谓仍写“原告”，不应写“原告单位”。
然后写单位全称和所在地址。
另起一行列写它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和职务。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如果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在他的次行，写明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委托代理人如果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律师的，只写其姓名、单位和职务，不写其本人的其他身
份情况。
因为本单位工作人员和律师参加诉讼，都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本人的其他身份情况与诉讼则没有任何
联系。
写明原告以后，再写明被告姓名及身份情况。
被告不只一人的，依次列写，这个次序是按其负担义务的大小，由大到小，顺序排列。
有诉讼代理人的，其书写方法与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的列写方法相同。
被告如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写法略同于原告的写法。
有反诉的，在当事人称谓上，对原告要写明“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要写明“被告（反诉原告
）”。
但反诉人的身份一定要弄准确。
弄清反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①反诉的被告必须是本诉的原告。
②反诉应当在本诉起诉以后法庭辩论终结之前提起。
③反诉只能向审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起。
④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互有牵连，如果两者互不联系，则不称其为反诉，就应当另案
起诉。
有第三人的，在原被告之后，写明第三人的名称、住所或姓名及其身份情况。
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列写方法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和诉讼
代理人的列写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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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文书学(第6版)》是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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