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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没有相
应的诉讼制度作为依托，实体权利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没有完善的诉讼制度予以保障，实体
法律将无法如其所愿地实现其追求的立法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诉讼法制的完善程度如何，还直接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文明、民
主和法治的程度，是区分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在现代法治国家，诉讼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
道格拉斯曾谈道，“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①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推进我国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提出了新的纲领和目标。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则培育了公众的权利观念，并由此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增设新的诉讼制度以充实公民实体权利的实现途径，通过完善现行诉讼制度以保
障实体法律的公正实施，从而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法
治建设的关键所在。
诉讼制度的构建，与人们对诉讼原理的认识和把握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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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追求真实、能否追求到真实以及能否以真实
作为认定事实标准。
在此之前，先探讨了“真实”、“认识”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如指出“真”或“真实”即认识内
容与认识对象的符合；“真实”屯“真理”不可混淆；“真”是客观的；“真”没有程度之分；诉讼
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诉讼认识，区分案件真实的直接知情者与非直接知情者，等等。
目前我们诉讼法学界关于真实问题的争论，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正在对于这些前提性、基础性问题
未探讨清楚，因此也就缺少“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这些基础问题讨论清楚了，本书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结论的得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书立足于常识，注重概念辨析和概念内涵的明确、前后一致，注重分析说理，注重运用基础学
科理论成果解决诉讼法学基础性问题。
本书的研究，为我国诉讼法学中真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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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真”与“认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真”与“认识”不同，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
“真”是“认识”、“命题”这样的真值负荷者的“值”，而“认识”指的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是真值的负荷者，从行为来说，它是一种行为，就结果来说，它是认识结果。
认识（结果）有真假之分，有的认识是真的，有的认识是假的，但即使认识是真的，即真的“认识”
，它仍然不同于“真”、“真实”，仍然不是“真”、“真实”。
如果我们将“真”定义为“认识与其认识对象的符合”，则“真的认识”是具有这种符合关系的“认
识”。
行为意义上的“认识”更是与“真”不同。
当然，这里说“真”与“认识”不同，并非指“真”只是与“认识”不同，同样“真”与“理论”、
“陈述”、“命题”、“判断”等都不同，实际上，这里强调的是，“真”与“真”的负荷者不是同
一个东西，只不过以“真”与“认识”的不同为例来论述而已。
“‘真’与‘认识’不同”这个命题一旦被这么明确地提出来后，似乎谁都能理解和接受。
然而，在国内学术研究中，“真”与“真的认识”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混淆，具体体现在对“真理”一
词的使用上，导致不少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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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这篇论文通过答辩，为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连续十一年的求学生涯画上了句号，也意味着我的学术探索
和人生求索之路由此跨人新的阶段（希望如此）。
作为一名司法实务工作者，我完全可以选择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相信那样既更有“
价值”，也更得心应手。
而我最终却确定了这么一个“过时”而又吃力不讨好的问题，少不了选题时一刹那的迎难而上的万丈
豪情，更少不了直面权威的勇气。
写作的艰辛早在意料之中，勇气和激情却非时时都有，偶尔的后悔也就在所难免。
在进展艰难时驱动我继续艰苦跋涉的，不仅仅是为戴一顶博士帽，更源于内心深处偶尔涌动的追求真
知的激情。
我不指望这篇费劲的文章能有多少真知灼见，更不指望它能在诉讼法学研究中泛起涟漪。
我只是试图澄清几个概念，重申几点常识。
当然，这几个概念和常识，对于我国诉讼法学关于真实问题的研究，并非完全的可有可无。
希望这本小书对得起我的这点少得可怜的激情和勇气。
在我人生中极其宝贵的这十多年里，我幸运地遇到了很多好人，也得到了很多好人的关心、帮助和教
诲。
感谢我的恩师刘金友教授和师母陈恩惠女士，多年来，恩师和师母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悉心指导
，在生活上也处处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可谓恩重如山，非笔墨所能尽。
对于恩师和师母，任何感谢的话语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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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6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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