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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6_B2_BB_E5_c122_481368.htm 在近代西方国家市

场秩序、民主政治及法治社会确立这一历史过程之中，曾经

有两项制度起到了非常神奇的作用：一个是社会或私法领域

的契约，另一个就是国家或公法领域的程序。当代中国正在

经历着一个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艰难演进的过程，法治形

式主义将是这一转变的关键，程序的张扬和合理化、严格地

遵守程序仪式及程序规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并强化着法

治的效果，进而达到法治完美统治的状态。 司法权威的树立

有赖于法治形式主义，法律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基本上是

通过司法过程的程序性、形式性法律装置来实现的，法律的

信仰与关于“法律神圣”的理解和体验首先是从能够看得见

的司法程序仪式中开始的，庄严的程序活动和严格的程序仪

式会给人们带来灵魂的振憾，使人油然而生对法律的敬意、

景仰和信心，从而树立起在俗世社会的司法权威。 当今西方

的许多普通法系国家，法治形式主义非常发达，法庭之上的

仪式常常令普通百姓匪夷所思。比如，法官黑色的袍服、披

肩的假发、高高布置的法庭、律师身着的长袍、开庭仪式严

格的出场秩序、誓证程序以及对法官的尊敬辞令等许多法律

仪式，也像宗教仪式一样具有戏剧化的色彩，这种戏剧化效

果不仅是用来肯定一种有益于社会的价值和理念，而且是为

了唤起把它们看作是生活终极意义之一的充满激情的信仰，

并且，如果没有这种戏剧化的仪式过程，程序公正的价值便

无以存身、意义全无。因此，靠着这种形式主义的外衣，法



治的价值、理想、目标与信念得到了确认，从而法律的权威

、司法的权威便深深植根于每个普通公民的心中。 中国的传

统法律文化中，法治形式主义要素十分稀薄，缺乏一种程序

上受到保证的法律和一种仪式性的司法程序，正当程序和程

序仪式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不啻是天外来客，以致于我们经

常可以在一些基层的人民法院，特别是一些简易程序案件的

审理过程中，看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没有正规的法

庭，两张拼拢的桌子，随意摆放的几张椅子就是审判台，法

官身着军事化的制服，俨然是军事首长，似乎也没有固定的

审理程序，先问原告，再问被告，感觉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叫

几个证人过来，然后就这样把案子给断了下来。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还看到更为恐怖的场景：在数千人的审判大会上，

完全丧失了法庭的理性、威严与秩序，笼罩的是复仇的快感

、痛恨的情绪与暴力的渲染，高分贝的扩音喇叭未及辩护与

审理就已经预先宣判了犯罪的终结⋯⋯。 正因如此，在司法

实践中，我们又不得不长期面临这样一种两难的尴尬，一方

面我们需要司法的权威来维护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我们又

缺乏一套树立司法权威的必要程序仪式予以保障，司法的公

信力得不到社会的确认。最后，哪怕是司法真正达到了实体

公正也无法令所有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认同赢得诉讼的心里不

踏实，诉讼失败的心里不服气，上诉、再审一再被提及，“

用地当地救济”的规则失去意义，于是法治便成了一种奢侈

的装饰。 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法治形式主义对法庭的设

置及运作，对审判的程序及程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司法体

制、庭审方式的改革正在悄悄地持续着，法袍、法槌等相继

被运用到我们的法庭之上。作为律师，当然是法治建设不可



或缺的部分，尽管我们可以对律师统一出庭服装有一百个、

一千个予以拒绝的理由，但是，我们毕竟需要呼吸新鲜事物

所带来的新鲜空气，对我们的社会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

而律师统一出庭的服装无疑将有助于我国法治形式主义的演

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真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换一下袍

子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改变袍子里面的东西，但我们仍无法

抗拒律师统一出庭服装给我们所带来的形式变动以及司法程

序仪式上的意义，也遥寄着我们对未来法治国家些许的希望

和信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