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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优秀的侦查员拥有的是敏锐的观察力和不受情绪影响的判断力，这种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具体表现
就是侦查员写的材料。
事实胜于雄辩，在侦查工作或结案中，侦查员的雄辩永远是自己的材料。
优秀的侦查员永远独立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对案情沉默寡言。
当他说话的时候，一定是把一叠有力的材料放在了桌面上。
优秀的侦查员也不会对后续起诉、判决程序抱怨和指责，而是用材料让后续程序一定要这样或那样起
诉和判决。
侦查员也有品牌。
建立了品牌的侦查员的案子，无论是公诉人、法官还是律师，都知道他的每一个字的分量，知道他每
一句话后面都隐藏着厚实的道理，不会也不敢随意地“纠正”、改动、弃用证据和事实。
“每一个疑难复杂案件，都有一个关节点，刑警的工作就是努力拨开层层云雾寻找这个关节点，不断
还原出案件的真相，这个不断琢磨的过程，让人很高兴。
”①刑事法律文书的读者是检察官、法官、律师和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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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要使刑事法律文书中对案件事实的描述更大可能地接近事实原貌，研究对事实的
还原描述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案件事实的搜集与还原描述:应用于刑事法律文书写作》试图为刑事法律文书写作提供帮助，详细解
释了案件事实和案件事实的存在形态、案件事实的搜集、案件事实的还原复述、对案件事实的还原描
述、影响案件事实还原描述的因素、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的个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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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文，现任四川警察学院新闻学教授，人民警察三级警监。
四川警察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
公安部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并被四川省公安厅记二等功一次。

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泸州市政府第三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四川公安讲师团特聘教授。
四川省写作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新闻学和应用写作的研究。

自1989年以来，先后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公安大学学报》，《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新闻大学》等全国十余家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有关文集收录。
主编、参编写作类教材5部，其中获公安部二等奖1部。

出版个人专著2部《公安机关新闻宣传文体写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案件新闻的传播及其写作》(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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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提高记录速度  据统计，播音员用朗读的语速读文稿，一分钟可读出(语音速度)182个音节；江苏电
视台播放的某大学刘校长答记者问《关于性教育的四破四立问题》，是没有底稿的即席发言(语言速
度)，每分钟才149个音节(字)；中央宣传部调研员曲啸教授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所作《新时期的思想政
治工作》的报告的原声磁带，给南京两所中学文秘班学生用速写符号听写，其语言速度也不过每分
钟113字；一般的讲话(念稿)的录音和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读稿)，他们的语音速度平均每分钟2()()字左
右。
一些教授讲课或是领导即席发言，他们的语言速度，总在每分钟180字以下。
像宋世雄连珠炮似的球场实况播音，一般人头脑还没反应过来就消失的语言，只是特例。
提高记录速度可以两方面进行，即听和写。
(1)听：听主要信息，话语中一般只有一两个关键词语。
必须听清楚，如“我们是沈阳市公安局的，今天就有关问题找你了解一下，希望你如实提供证据和证
言。
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如有意做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
这段话共两句，关键词是“我们是⋯⋯”“希望⋯⋯”“根据⋯⋯”“负法律责任⋯⋯”把这些关键
词语听清楚了，其他的次要信息也容易回忆起来。
(2)写：提高书写速度只能靠平时训练，没有诀窍。
实际记录时，为了有效地提高记录速度，记录者还应该掌握记录的重点内容，这些重点内容是：有关
证人、物证、书证的记录要尽可能详细，这关系到收集到的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能否形成完整的
证据链条；有关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的记录要尽可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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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案件事实的搜集与还原描述:应用于刑事法律文书写作》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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