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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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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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鞠斐的博士论文。
做博士论文：当下流行的是离现实远一点的课题。
离现实越远，就显得越有学问。
做那样的课题有许多好处，材料前人已整理起来，而且有许多成果可供参考，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在
缝隙里找一些可论之处，只要略有发现，就是所谓创新，或者用一点新方法，也是创新。
那样的论文比较好做，所以层出不穷。
然而，鞠斐却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研究世纪之交的电视剧，这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也是与大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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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二　《还珠格格》与中国电视中的后现代文本    三　后学视角与中国传统第五章　新世纪里的思
考（2002—2006）  第一节　新世纪的话语博奕新格局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兴盛与影视的新神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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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交叉询问的差异交叉询问的基本规则为由传唤证人的一方先对证人进行主询问，然后再由对方进行
反询问，它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用以展示和揭露事实的主要手段。
在美国，交叉询问程序的运作为主询问一反询问一再主询问一再反询问⋯⋯主询问和反询问的次数在
各州规定有异，但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都至少有两次询问证人的机会。
英国的程序要比之更为简洁，通常情况下，控辩双方只有一次完整的机会询问证人。
如果主询问一方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证人在反询问时回答的事实，而不是提出新的事实，那么法官
可以允许主询问一方进行再主询问。
无论如何，反对方都无权对证人进行再反询问。
在英国，如果对方质疑证人的证词，则必须要给证人予以反驳或解释的机会。
因此，如果反询问方试图运用证人先前不一致的陈述、其他证人的证言或物证等挑战证人的可信性，
他必须在反询问时提出，不得在己方举证时提出质疑证人的证词。
这也就是说，假如对方没有在反询问时提出证据反驳证人，那么事后提出的反驳证据因剥夺了证人的
回应机会而导致不具可采性。
除非法官应对方的请求重新传唤证人作证，否则证人的先前证词将被直接予以接受。
在实践中，法官对此规则执行得非常严格，对方的重新反询问请求很少获得准许。
①美国的交叉询问中并无这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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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对抗式刑事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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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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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