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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是件好事——人多好做事。
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事诉讼法走向显学过程同步，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教学的专家
学者队伍越来越庞大，研究成果开始在法学成果总量中占有很重的份额，不少有着民诉专业背景的专
家在大学以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等等。
如果将这些指标量化，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中国民事诉讼法学进入了一个勃兴时代，中国也一定是一个
民诉法研究大国。
大可商议的是，成果研究仅是数量的增加，这种局面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
一面是大量的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一面是民诉研究视野和课题选择的贫乏。
例如，先是世纪之交民诉法学界的千军万马挤上司法改革的独木桥，与诸多法理学者挤到一起搞重复
性研究；当前则是一窝蜂般地去研究调解制度，以图在民事诉讼理论中挖掘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法律
资源。
种种迹象表明，当今民事诉讼法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仍然驻足于对域外学术的引进、分析、借鉴
阶段和对司法实务的具体操作提出建议的阶段，有独到学术见解并能产生实践效果，能创新民诉体系
、创建学术流派的研究还不是太多。
　　苏力教授——我在北大做硕士研究生时的班主任，曾在他的著名论文《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
学》中预言，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可能成为大陆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地，这着实给了我们这些置身于
此的学者不小的鼓舞，但其实他的本意并非在于评价上海法学的水准，而是想说明法学发展与经济发
展之问没有多大的关联。
对于上海法学的研究水准和研究氛围，我更同意杨东平教授关于“上海的文化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队”的断言，沪上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对上海文化状况的剖析，也同样适用于评价这里
的法学研究状况，他说：“在上海，一种强烈的规范意识在影响着每个人，个性是很难保持着它的锐
利的。
”法学何尝不是如此！
在技术层面上敲敲打打，搞些对策研究是多数法学学者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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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题　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展开　　言词原则的程序意义在于：（1）通过言词审理，达
到阐明或确定诉讼及事实关系的目的。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言词审理主义可发挥阐明或确定诉讼及事实关系的功能，法院可针对法律上、事
实上或证据上的争点，运用言词审理加以整理，以推进诉讼进行，提高裁判之效率。
（2）言词原则是法院调查证据、询问证人的手段，以此了解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及真实含义，确定其
正确性、完整性、可信度，藉此发现真实。
（3）言词审理赋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可以防止发生突袭性裁判，有助于保障当事人
的听审请求权。
在这个意义上，言词审理主义有补强辩论主义，防止突袭的功能。
　　（一）言词辩论的种类及意义　　民事诉讼中，言词辩论有时也简称为辩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的言词辩论指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言词辩论期日所进行的一切诉讼行为的总称。
包括：（1）在言词辩论期日，法院所进行的指挥诉讼、调查证据及宣判等诉讼行为；（2）当事人实
施的所有诉讼行为，具体表现为提出事实主张、陈述实体法及程序法方面的事实，即便当事人不提出
事实、不陈述，也是言词辩论的特殊表现形式；（3）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辩论，包括证人作证、
鉴定人陈述鉴定意见等。
狭义的言词辩论，则指除宣判外，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言词辩论期日所进行的一切诉讼
行为，我们通常提及的言词辩论即指此而言。
有时言词辩论被作为更狭义的概念，仅指裁判前的辩论程序。
就言词辩论的程序意义而言，以下两种学理分类较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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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包括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展开、民事诉讼协同主义之引入、民事诉讼回避制度之完善、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之健全、当事人陈述制度的转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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