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庭威仪说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A_AD_E5_A8_81_E4_c122_485519.htm 《水浒传》第八回

写林冲遭高俅陷害，被押往开封府审理，正当看官们急着要

知道林冲的命运的当口，作者却忙里偷闲，插入一段对开封

府衙的描写 绯罗缴壁，紫绶卓围。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

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牌中书

低声二字。提辖官能掌机密，客帐司专管牌单。吏兵沉重，

节级严威。执藤条祗候立阶前，持大杖离班分左右。庞眉狱

卒挈刑枷，显耀狰狞；竖目押牢提铁锁，施逞猛勇。户婚词

讼，断时有似玉衡明；斗殴相争，判断恰如金镜照。虽然一

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从冰上立，尽教人向镜

中行。说不尽许多威仪，似塑就一堂神道。 这一段骈俪文辞

章华美，刻画细致，读者仿佛看得到也感受得到当年大宋王

朝首善之区的府衙气派。不过，这种威风八面的衙门气象或

许会受到某种质疑：审判案件不就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对讼争

作出裁判么！干吗一定要化平民百姓那么多的银子搞出种种

“说不尽许多威仪”？这些形式化的、装饰性的劳什子对于

司法的公正又有何用？ 同样的问题今天仍然可能提出。近年

来，我们推行了若干侧从“形式”的改革，例如将法官的服

饰由过去的军警式制服改换成黑色的长长的法袍。服饰之外

，法官所使用的“道具”也受到了关注。2001年9月，福建厦

门市思明区法院率先在审判席上引入了法槌，不少媒体对此

作出报道。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全国法院将

于2002年6月1日起全部使用法槌。法槌的风格是西方式的，

但还是不免让人联想起古代官员手中的惊堂木。（其实，我



们不妨将法官使用的木槌直接唤做“惊堂槌”。）虽然官方

媒体大多持肯定态度，但是，我们在网络上却可以看到直率

的质疑：体制不改，素质不变，光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又有

多大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偏向形式化的追求或许跟

现代社会政府模式的演变趋势凿枘不投。在司法决策方面，

现代社会也在经历着用韦伯的概念某种“除魅”过程。诉诸

天意、神明裁判以及决斗等手段解决纠纷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已经是相当荒唐的举动。在司法的过程中，我们依赖的是可

以观察和对质的证据，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理性的解释，运

用逻辑推理，最终作出判断。其间人们当然要受到某些形式

因素的制约，例如时效、审限、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之间的

分工、一事不再理、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等等，但所有这些限

制都可以在目标合理性甚至利益权衡的背景下加以解释。与

这些看来具有合理性的形式因素比起来，惊堂槌以及法袍所

追求的价值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它们好像是在除魅的大趋势

下的反向举动，试图用非理性的手段唤起人民对司法权威的

尊重和服从。 解释这样的矛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理

性事物难以通过理性的手段作出解释和分析，好比一个不信

仰宗教的人永远无法理解宗教，又好比水的温度不可能用尺

子加以衡量。这里只能尝试着结合司法的理念作些解说。 最

重要的解释也许是人本身以及理性的局限性。启蒙时代理性

主义高举人的旗帜，人的价值与力量不断张扬，而神权则日

渐式微。不过，人的这种自负只能在某些领域表现得比较突

出，例如在不限制时间的情况下对世间事物方面，在科学技

术文明的推进上。在司法领域，人类的智识创造也使得以往

难以判断的事务变得容易判断。有了DNA技术，现代包公就



无需再演一出《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了。不过，总体而言，

还是有太多的事项难以完全以人力作出判断。最典型的案件

便是号称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迄今为止，他的前妻及前妻

的男友究竟是何人所杀，仍然是桩只有天知道的无头案。审

理此案的伊藤法官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数学家不一

样后者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研究下去，甚至一代一代的数学

家不断研究下去。法律家受到时间的限制，受到人权保护以

及司法资源的限制，更受到他不是神这一事实的限制。固然

，法官的决策有国家的强制力做后盾，然而，一味地凭借武

力实施统治却断非长久之计。怎么办呢？法庭的威仪可以起

到某种说服作用当事人一进法庭就受到那种庄严气氛的影响

，不免肃然起敬，对法官所作所为的批判精神不知不觉地就

被消解掉了，对司法决策就更容易接受了。 写到这里，我自

己都觉得这样的解释太不“政治正确”了。不过，这篇小文

还是有其“政治正确”的一面。一开始便引《水浒传》，便

是预先回应中国国情论者的策略。年前法官换炮，我曾收到

来信，指此举系全盘照搬西方，失去了中国特色。也有人质

疑说穿上法袍的法官看起来与其说威严，不如说滑稽。我常

常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法官穿军警式制服便是中国

特色么？实际上，如果真的要追求中国特色的话，至少法官

应该像包公那样蟒袍玉带。假如我们今天的法官在法庭上也

蟒袍玉带，审案中惊堂拍案，休庭时法警低吼，不知是更威

严，还是太滑稽？ 文章出处：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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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