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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是人民法院精神文明的基础，是法

院法官在较长时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共有的精神、行

为准则、作风及其特有的行为方式和物质表现的高度概括。

法官是法院之构成主体，法官文化建设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

心，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官文化体系不但会直接对法院文化的

建设起到一个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研究法官文化

的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本文分析法官文化的内涵、构成，

探讨法官文化建设的意义与功能，针对法官文化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对法官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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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有的文化形式，是人民法院精神文明的基础，是法院法

官在较长时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共有的精神、行为准

则、作风及其特有的行为方式和物质表现的高度概括。法官

是法院之构成主体，法官文化建设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官文化体系不但会直接对法院文化的建设

起到一个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建

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研究法官文化的建

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法官文化概述 要弄清法官文化的真

正含义，则要了解法官与文化的内涵。法官，在著名的《牛

津法律大辞典》有这样的定义：法官（judge），对其职责是

裁判纠纷和其它提交给法院决定的事情的人的总称。[①]在



我国，法官一词，据考究，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如《商君书

定兮》：“天子置三法官，殿中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

，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吏

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②]然而，在我国古代，

并没有具体的法官这一职务，实际上它是与行政职务联系在

一起的，一般情况下，行政长官兼任法官的职务，即审理判

案的职责。至于文化一词，其含义很广，既可指人类社会历

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又可指人类实

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或者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

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显现出

来的，因而形成了文化的诸多渊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

。 如今，法官成为了一种职业，已经向群体化方向发展，由

此，法官文化便开始形成了。那么什么是法官文化，为什么

要构建法官文化又成了学者争论的一个话题，比如对法官文

化的定义中，学者看法不尽相同，如樊崇义先生认为：“法

官文化是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法官行为的一

系列法治思想、司法意识、司法思想、司法道德、司法理念

、司法规则等文化要素，简言之，就是司法者的综合素质。

”[③]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黎国智认为：“所谓法官文化，

是指有关法官现象的文化，即社会文化在法官载体上的浓缩

与显现。”对此，笔者认为法官文化是关于法官现象的文化

的概念是比较恰当的，文化与素质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

不能把法官文化混同于司法者的综合素质，而从制度层面和

意识层面来概括此定义能够最大程度的揭示法官文化的本质

，说到底，法官文化就是有关法官现象的文化，一个完美的

法官文化体系要包括法官精神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



学识文化、心理文化及科技文化等。 二、法官文化建设的意

义 法官文化建设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法官文化体系的

构建与否及构建完善程度如何不仅影响法院文化建设的进程

，还影响着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法官文化建设具有和谐

司法功能。法官文化建设对法官个体具有塑型、提升素质功

能，无疑是构建和谐司法的良好基础。只有法官的素质全面

得以提高，形成具有“同质”的知识结构和相近的思维模式

，才能产生与法院文化建设的互动力。法官这种素质产生的

“反作用力”互动于法院文化建设，可以推动和谐司法良好

局面的稳步发展。 法官文化建设具有促进社会法治建设的功

能。法院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单位，而影响法院给大

众的印象的就是构成法院主体的法官的素质问题，抽象点说

就是法官的文化构成问题。“经常，人们由法官的一个点头

中所将得到或失去的，是大于众议院或参议院所制定的法律

。”[④]“如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由于一个法官判决结果会让

一个应该得到公正赔偿的人得不到赔偿，或是由于赔偿而有

可能导致倾家荡产。”[⑤]如果说在一个地区法官的文化素

养构成较高，那么相对来说这个地区的法治建设也相对较高

，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有利于国家的社会法治建设了，

从而能达到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这一法制根本目标。 法

官文化建设是“内强素质、外树形像”的有效途径。人民法

官的形象，是通过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共同树立的，其中素

质形象、公正形象、廉洁形象和文明高效的执法形象构成了

法官的形象整体。法院队伍建设的重点，就是提高法官队伍

的综合素质。而先进的文化氛围，能使人敬业、创新，并不

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以避免被时代所淘汰。因此，要强



化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突出学习效果，加大培训力

度，开展文化活动，使法院法官的思想觉悟、文化素质、业

务能力和执法水平均得以提高。 法官文化建设是全面实现一

个健康的法院文化功能的需要。 一个健康的法院文化，它会

具有一系列的积极向上的功能，包括法院文化的导向功能和

法院文化的羁束功能。法官文化建设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子

元素，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导向会引导其子元素也以积极的

方式向前发展，法院文化建设的羁束机制具有约束其子元素

即法官这一主体的行为的功能。建设高品位的法院文化，就

是要最终培养和造就出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

、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党和人民信赖、满意的法官队伍，

确保司法公正。因此， 构建法官文化已成为全面实现一个健

康的法院文化功能必要。 三、法官文化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

一）法院法官的现实状况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

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法院法官的整体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

观，现代司法理念初步树立，群体素质和整体形象也有了明

显的提升，但总体上说，法院法官的现实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官的职业素质大众化。 

目前大多数法院尤其基层法院的法官主体，是《法官法》实

施前的人员，来源复杂，高校分配的毕业生，所占比例十分

弱小。大多数法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的法律教育，知

识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法律综合素质偏低。虽然近年来法

官的文化层次已达到法官法的要求，但是仍然难脱“大众化

”职业的社会认识层面。 2、法官的社会地位淡漠化。 《法

官法》早已实施，但法官的职业保障和待遇仍可望不可及，

在法院内部，法官的待遇比法警待遇低早已是“见怪不怪”



的现象。法院提高“门槛”严把入口关，其主观愿望是为了

选拔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但现实情况是，真正符合

条件的法律人才更愿意选择收入较高、工作轻松、自由自在

的律师职业或其他行政部门，鲜有人愿意进入比一般公务员

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大，要求高，待遇也不好的法院，尤其是

贫困地区的法院。这种现状一方面使得法院尊荣感、吸引力

丧失，另一方面，极大地挫伤了现有法官的积极性，以至年

轻的、优秀的法官辞职改行干律师的现象屡有发生。 3、法

官的思维模式落俗化 法官的思维模式的难以“脱俗”是法官

文化建设的难点，这些思维模式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

由方言表现出的“地方型”思维模式，地方方言有其独特的

思维运行和发展轨迹，这一思维模式让部分法官的司法行为

难免带有地方特色。二是地域和人缘关系形成的传统“人情

型”思维模式的干扰，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判断案件是非的思

维顺序上，如有些法官在合议或汇报案件时总是拿当事人的

为人作为认定某一责任的论据。他们把个案有限的思维和语

言分解到了案外事实上。这就从不经意间显现了亲疏远近的

人情观念。诚然，法官的语言不能没有人情词，但主要还应

是理性的，且是法理性的语言居多为妙。三是“类群型”思

维模式的困扰。多数中国人把“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

三个帮”作为生存的神圣法则，加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的自然科学法则也加重了这种意识的能动性。法官也难脱

人缘的舆论“考核”。以上这些不完全类型的思维模式，无

时不在影响着法官的判断力。 由此可见，法官文化建设的阻

障从外部来讲，本土化的民俗民风、传统的人际关系准则、

社会财富支配阶层的分化，物质财富与各种文化的紧密结合



形成的意识流对法官执法心态的冲击无时不在。来自于法院

内部缺乏民主的管理模式以及法官本身的素质问题，也从不

同角度影响着法官的执业心态和思维模式。 （二）逾越法官

文化建设阻障的对策 法官群体素质、整体形象之于法院文化

以及对社会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但在目前的体制、法治水

平和法院所处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加强和完善法官文化建设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强知识学习，提高法官素质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学。一个组织也好，一个个人

也罢，要想前进、发展，关键在于学。法官的文化建设应当

以学习为手段、以学习为动力，要通过深入持久的学习，促

进法院文化建设。法官必须树立全面学习的观念，既要学习

法律知识、人文科学，又要学习自然科学，通过全面学习做

到博而专、精而深。通过有效的学习改善法官群体的知识结

构，提高法官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要以切实提高法官队伍

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为核心，着力解决审判人员的综合

素质尚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公正要求的问题。 2、强化程序意

识，规范群体行为。程序公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限制、

遏制法官的恣意与擅断，而且使公众产生对法官、法院乃至

国家司法制度的普遍信任和尊重。建设程序公正不仅是维护

司法公正的需要，更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必需。程序对于法院

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此，应强化法院群体的程序意识，培

养严格遵守程序，严格按程序办事的行为习惯，并以此为主

线，构建工作和生活的行为规范，完善相应的制度，建立监

督、约束机制，以达到规范群体行为的目的。只有如此，方

能使社会公众从法院群体的行为中感受公正，进而产生对法

律的信任和尊崇，以实现示范崇法、宣扬程序之功能。 3、



建立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从法院内部上，取消行政级别

式管理方式，改为业务水准“递次式”和法官自我管理相结

合的方式；从外部环境上，法官的办公和生活待遇应该实行

国家、省级和当地财政共同负担的模式。将用人和物质保障

脱离地方绝对支配的局面，为法官执业扫清外部阻障和后顾

之忧。 法官文化建设，其关键是增强法官依法办事的职业理

念。依法办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法官应当以法律

的价值标准、用法律的思维和逻辑观察、分析和解决矛盾纠

纷，法官不信仰法律，不信仰正义，良法也会成为死法；其

根本是提高法官执法为民的职业意识。法官是人民的法官，

法官必须体现执法为民的职业理念，必须把我们的工作扎根

于民众的支持和信赖之中，在执法中体现出对当事人应有的

人文关怀和人格尊重，体现出法院必要的亲和力和法官应有

的人文情感，体现出一心为民的服务意识和公仆作风，体现

出爱民、为民的耐心和诚心，具有亲民、护民的爱心和细心

；其重点是要提升法官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法官，既是时

代的明镜，又是人伦的雅苑，手握大权，肩负重任，处在社

会矛盾和重大纷争难题的“风口浪尖”上，仅仅知法、懂法

是不够的，必须正身守道。如果没有良知和忠诚的优秀品质

，即使是再丰富的专业知识，都有可能成为玩弄法律者的帮

凶。 “一个缺少文化积淀的国家是苍白的，一个缺乏了文化

根基和浓浓文化氛围熏陶的法院和法官群体也是难以令社会

公信的。”[⑥]法官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执行主体，其素质

的高低是决定法院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软件”。法官文

化建设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构建一个完美的法院文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官文化子系统，培养当



代法官“同质”的知识结构、较为接近的司法运作思维模式

、独立的执业保障和强抗干扰能力的待遇保障，是法院文化

发展的最终归宿。法官文化建设，小而言之，是法官提高自

身素质的需要；大而言之，对整个社会法治意识的增强及民

众对法治的接受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注释： [①]《牛津法律

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页。 [②]郭建：

《古代法官面面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 [③] 樊崇义

：《法律知识结构应该是法官文化要素的核心》，河南省政

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123页。 [④]Ebd.S.1. [

⑤]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 [⑥]赵年：《法院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西

部法制报，2006年6月29日第003版。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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