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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可算是最高有挑战性的一次学术经历。
这是因为，对那些与一般民众有相当距离的法律程序和司法制度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清晰的分析，而
又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作为一部学术随笔，本书不可能过多地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和体系的完整性。
笔的在意图在于，通过整理自己阅读、思考、观察、访问中感悟到一些思想“火花”带给诖 些自认为
富有新意的观念和思路。
    本书举出的不少案例往往在程序方面都有一定的瑕疵，一些案件的办理过程在合法性、公正性方面
也有一些缺陷。
这种“刻意”搜寻的案例并不能代表中国司法机构的整体办案状况。
另一方面，本书对西方尤其是英美程序观念的重视，丝毫不意味着笔者对中国制度、程序和司法实践
一味采取批评甚至批判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面对中国人长期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权力利”甚至“重国家、轻
两造”的传统，实在需要提出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追求形成强
烈的冲击。
笔者真诚地相信，接受那种为英美人所坚持但不为英美人所垄断的程序正义观念，对于中国走向法治
之路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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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瑞华，1967年生于山东聊城。
1985年9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于1989年7月、1992年7月和1995年9月，在该校获得法学学
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1995年7月，进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1997后7月工作期满出站，并留校任教。
从1997年8月起至今，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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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1．看处见的正义——从三位大法官的名言谈起2．获得听审的权利3．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4．
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5．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6．判决应当从何而来7．司法的被动性8．什么是
公开审判9．单方面接触问题10．司法的亲历性11．法庭上为何难见证人12．司法的集中性13．司法的
终结性14．也谈司法的独立性15．司法权的功能16．执行政是司法权吗17．检警一体还是检警分离18
．谁来监督监督者19．警察权的性质20．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21．超期羁押为何久盛不绝22．公安
人员何以滥用权力23．第四种司法裁判形态24．反思“个案监督”25．从陪审制看司法的社会化26．
从曹海鑫案看中国的司法改革27．司法不公的另一类型28．律师阅卷与突袭审判29．反思刑法第306
条30．通过程序实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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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获得知识的途径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为“读万卷书”，二为“行万里路”。
通过读书，我们可以获取人类创造的大量知识财富，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探索未知的领域
。
但对于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仅仅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
尤其是法学研究者，如果仅仅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视野局限在书本里，就无法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
实际执行的情况。
因此，走出书斋，进入社会，融入司法实践之中，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就
显得格外重要。
　　最近两、三年来，笔者通过讲学、调研等多种途径，与一些地方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进
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
每次进行这种接触，笔者都感到“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扑面而来”，自己的观念受到冲击，　以往对司
法实践的种种不准确的认识得以改变。
笔者深深感到，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被人们无形之中加以扩大了。
实际上，司法实践不仅不排斥理论，而且极其欢迎那些能够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给予解释、对司
法界的改革探索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
甚至在不少情况下，司法界作出的探索已经大大超越了理论，使得现有的理论已不足以发挥其解释、
启蒙和规范的作用。
当然，学者提出的不少理论、学说、观点，尽管非常富有见地，但还　　主要存在于“象牙塔”中，
盛行于课堂上、学术论文中，而无法为更多的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士所了解。
　　有鉴于此，笔者一直有一种冲动：为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甚至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普通读
者写一本小册子。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要把一些较为成熟的思想、观点透过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并通过一种非学院式
的语言表达出来。
但由于“正式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而“为职称而学问”的环境又压得自己喘不过气
来，这一想法也就一直埋在心里。
　　但机会终于来了。
1999年春天，　中国法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个法学随笔“法窗夜话”系列。
当李仕春先生向我询问有无兴趣参与进来的时候，我就一口答应了，并随即展开了写作前的紧张准备
工作。
　　最初的时候，笔者曾将本书的书名定为《通过程序实现法治》一一与书中一篇短文的标题相同。
但考虑到这似乎更像一部研究程序问题的学术专著，而不太符合整套丛书的选题宗旨，　因而也就放
弃了。
后来，笔者的第二部专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正式出版。
这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本书的构架和书名问题。
一天夜里，笔者正在翻看一篇刚刚发表的论文。
该论文涉及的是程序正义问题。
当读到“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句话时，一个念头猛然间出现了
：既然司法正义的核心也就是程序上的正义，而程序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又属于“看得见的正义”，那
何不将这本小册子定名为《看得见的正义》呢!于是，本书的书名就这样诞生了。
　　在笔者并不太长的学术生涯中，本书的写作可算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一次学术经历。
这是因为，对那些与一般民众有相当距离的法律程序和司法制度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清晰的分析，而
又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作为一部学术随笔，本书不可能过多地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和体系的完整性。
笔者的意图在于，通过整理自己阅读、思考、观察、访问中感悟到的一些思想“火花”，带给读者一
些自认为富有新意的观念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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