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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颜飞编著的《书面证言使用规则研究——程序法视野下的证据问题》以“程序法视野下的证据问题”
为副标题，从证据法的角度对书面证言涉及的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规则、对质诘问权等问题展开
了深入探讨，并从证据法运行的制度空间对规范书面证言使用涉及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思考
与构建，形成了相当前卫且极具学术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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