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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诉讼原理》于2003年4月由法律出版社第一版印刷发行，承蒙读者的厚爱，第二版面世了。
《诉讼原理》作为三大诉讼共同原理研究，在全国尚属首次，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内容稚嫩、狭窄。
但是，它从理论层面把诉讼法学的研究，由诠释法学引向理论法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第一版面世后就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攻读学位的教材。
经过这几年的使用，它所博得的广大师生的好评和爱戴，使我们深受鼓舞，对于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我们经过认真、反复的研究，尤其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教学规律，对第二版进行了重大
修改。
第一，把第一版以专题研究的方法，修改为章、节、目的编写体例，这一写作形式上的变动，导致各
章、节、目的逻辑理性上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逻辑思维，更富有理性。
第二，吸收最新成果，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例如，导论的修改增加了诉讼原理抽象概括、归纳的思维方法，还增加了如何学习“诉讼原理”一节
，把诉讼原理与三大诉讼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与程序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实证研究等
方法，进行了比较深入地阐述。
适应教学的需要，引导学生既学知识又学好方法，解读中国的实际问题。
其他各个章节，对每一个原理的阐释，都立足于中国实际，从国情出发，增强问题知识，力避空论，
把现代司法理念同本土资源的利用与结合作为重点，体现在各个章节之中。
笔者期待着更多的读者能从《诉讼原理》（第二版）中获得深层次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启示或灵感
。
同时，恳请读者提出更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使这本专著型教科书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感谢法律出版社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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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科研项目“诉讼原理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之一，被国
家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为全国法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其特点是：1.三大诉讼共同原理研究在全国尚属首次。
2.标志着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学从注释法学走向理论法学。
3.本书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
4.本书首次提出了诉讼文化、诉讼人权、诉讼认识论、诉讼价值、诉讼法律移植、诉讼透明等一系列
新概念。
5.本次修订，吸收了6年来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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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崇义，1940年生，河南籍。
196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
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政府津贴。
兼任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专家咨询委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和执法监督委员、北京市诉讼
法学会副会长。
独立完成和主编著作：《刑事诉讼法实施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证据法学》、《刑事证据原理与应
用》、《刑事诉讼法学》（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主编）、《第一审程序论》
（合著）、《中国刑事诉讼法》（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和论证》（副主编
）等三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其中《刑事诉讼法实施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和《修改刑
事诉讼法专题研究报告》分别获北京市第七、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其他科研成果有些作为重要文章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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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诉讼原理界定　第二节　推进诉讼法学的发展，必须研究诉讼原理　第三节　诉讼原
理概述　第四节　如何学习诉讼原理上篇：诉讼文化、诉讼价值与人权　第一章　诉讼文化　　第一
节　诉讼文化的一般理论　    一、文化、法律文化、诉讼文化　    二、诉讼文化的特征　    三、诉讼
文化的结构　    四、诉讼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　    五、解读诉讼文化的意义　　第二节　中西传
统诉讼文化之比较　    一、追求“无讼”与实现“正义”——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一　    二、“程
序化”与“非程序化”——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二　    三、伦理性与宗教性——诉讼文化的特征差
异之三　    四、封闭性与开放性——诉讼文化的特性差异之四　　第三节　我国诉讼文化演进之研讨
　    一、诉讼文化落后导致制度设计的虚置——演进之必要性分析　    二、诉讼文化演进的历史动力
——演进之可行性分析　    三、诉讼文化演进的难点　  第四节　我国诉讼文化的建构　    一、对诉讼
功能的认识　    二、对诉讼价值的认识　    三、对诉讼国际标准的认识　    四、对“认识论”的认识
　    五、其他诉讼观念的转变　第二章　诉讼仪式与诉讼本质　  第一节　诉讼本质问题的探讨路径　
 第二节　文化仪式的社会功能　    一、放纵与克制之间的文化仪式　    二、仪式化生活何以有必要　  
 三、文化仪式与社会控制　  第三节　仪式化的诉讼　    一、仪式与诉讼的共通性　    二、雅典的民主
制与诉讼　    三、古罗马审判的程式化　    四、神判　  第四节　权力的“合法化”与酷刑——欧洲　 
第五节　仪式、诉讼与政治权威　    一、诉讼仪式的神圣性　    二、诉讼仪式与君主独断的权威　    
三、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与诉讼　  第六节　回归诉讼的本质：我国诉讼现代化的障碍与出路　    一、
专制传统和人治意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障碍　    二、庄严法律程序，确立法律权威：中国法治的出
路　第三章　诉讼价值　　第一节　关于诉讼价值范畴的若干理论预设　　  一、诉讼及其基本结构
　　  二、诉讼价值主体、价值关系及其结构　　  三、诉讼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　　  四、诉讼价值
的类型　　第二节　程序公正　　　⋯⋯　第四章　程序正义　第五章　诉讼人权中篇：诉讼认识与
诉讼行为　第六章　诉讼认识　第七章　诉讼行为下篇：司法运行机制与法律移植　第八章　司法独
立　第九章　司法透明　第十章　诉讼体系　第十一章　诉讼法律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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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解读诉讼文化的意义对诉讼文化进行系统解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能够加深对诉讼法律现象的认识，丰富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研
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制度层面的丰硕成果凸显出诉讼文化领域研究的寂寥与冷清，这种“一手软、
一手硬”的现象应当得到纠正。
作为社会法律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我国诉讼法制建设不可或缺的构
成要件。
“它既是制度化的现实，又是凝结了的历史；既是一个内部有机联系的整体也是一个包含有外部关系
，即与环境发生关系的网络。
”因此，对诉讼文化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诉讼法律现象的认识，对于把握其规律性知识，丰
富我国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有助于完善我国诉讼法律制度，推动诉讼法制建设诉讼法律制度与诉讼文化之间是双向的互动
关系。
就诉讼文化对于诉讼制度的作用而言，诉讼文化的滞后不仅影响或阻碍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导
致司法二元化现象的产生，还会阻碍制度的变革与发展；而诉讼文化特别是其中诉讼法律思想体系的
丰富与完善，既能够为制度变革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提供强大的理论基础，又能为诉讼制度功能的
发挥提供条件保障。
因此，研究我国诉讼文化，在其与诉讼制度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解读，能够有助于我国诉讼法律制度与
司法实践的改进完善，进而推动我国诉讼法制建设的发展。
（三）有利于推动我国诉讼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诉讼文化是诉讼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
诉讼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诉讼法制建设的现代化。
研究诉讼文化，能够使我们深切把握我国诉讼文化的现状，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和
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研究诉讼文化，能够使我们充分认识中西诉讼文化、传统与现代诉讼文化冲突的
历史缘由与现实根源，在比较中相互借鉴，进而实现外来诉讼文化的中国化、传统诉讼文化的现代化
；研究诉讼文化，能够使我们了解诉讼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动力，坚定信心：通过
智识上的不懈努力，实现“时间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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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原理(第2版)》是研究生教学用书，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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