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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判后语”在媒体公开之后，在法律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四川省高级法院执行局法官罗书平发表了《裁判文书不是

演讲稿》的文章后，一位大学生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罗书平

法官回了信。现将来信刊载于此，欢迎读者发表自己的见解

。 近年来从公开的媒体上不断看到被称之为人民法院裁判文

书改革举措的报道。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法院为了帮助犯罪

分子认清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在被判处刑罚以后更好地

接受改造，避免以后重蹈覆辙，达到办案效果和法律效果的

统一，致力于搞好刑事审判的延伸教育。近期，该法院刑事

审判庭推出法官忠告措施，要求每位审判人员在制作判决书

时，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不同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制

作一份法官忠告书，分析其犯罪行为对社会、家庭、本人的

危害性，情理交融。然后将法官忠告书与判决书一起送达被

告人，使被告人在看到判决书后再受到一次情理教训，从而

帮助其认罪服法，吸取教训，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 上海市

第二中级法院在一份二审民事判决书后，附加了一段“后语

”：“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少年丧父，实为人间悲剧。本

案当事人所遭遇的处境令人同情，但为分割黄某的死亡补助

金而引发纷争，使亲属间的感情受到伤害，甚感遗憾。吴某

、黄某涉讼求自身权利，并以寄托对儿子黄某的思念，心情

可以理解；但对同样遭受不幸的儿媳周某和孙子今后所面临

的生活艰难则缺乏应有的同情与体谅。法律虽然可以公正地



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但金钱毕竟无法替代感情。摒

弃前嫌、真诚以待、尊老爱幼、相互帮助、重修亲情，是本

案当事人乃至吴某、黄某的其他子女今后应深思的问题，也

是需共同努力的目标”。据报道称，当事人周某在看完判决

书后十分感动，来到二审法院对法官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和

感谢，并主动将判决确定其应给付吴某、黄某的钱款悉数交

纳。 法官后语的改革举措还推广到检察机关。据今年4月30日

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在

一份起诉书中写道：“杨成、黄河、何向，你们都是初中三

年级学生，本应在学校里努力学习，感受家庭的温暖。知道

吗?你们的抢劫行为不仅给被害人造成了财物和人身的侵害，

而且严重影响了被害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更扰乱了社会安

定秩序，你们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你们还很年轻，

今后的路还很长，希望你们吸取教训，早日醒悟，不忘父母

的期望和自己的责任，好好学习，重塑人生。” 关于在裁判

文书或者起诉文书之后撰写忠告亦或后语的做法，作为一种

制作司法文书方法上的改革举措予以试行，并无不可。只是

从前述法官忠告、法官后语和起诉后语的内容来看，似乎与

判决理由、起诉理由并无本质的区别，或者说这些后语的内

容本来就应当成为司法文书理由的组成部分。有的实际上本

可以成为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在宣告判

决前发表的评议词或检察机关公诉人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的公

诉词。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终结的案件依照审理查明

的事实和国家法律作出裁判的书面文件，制作裁判文书是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裁判文书制作方式上的改

革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各地人民法院进行



的裁判文书改革举措本无可非议，然而，从近期一些改革举

措来看，笔者总有一些忧虑，感到如果把本该如此的做法也

称之为改革的话，恐怕有舍近求远、本末倒置的嫌疑。 现在

，从司法机关制作司法文书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质量不高

的问题，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批评的那样：“现在的

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

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在这样

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现实，在采取有效措施在判决

理由中查清事实、讲清事理、阐明法理，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上下功夫，而寄希望于法官后语或者法官忠告中几句借题发

挥的语言，无异于舍近求远、本末倒置。要知道，当社会矛

盾冲突发展到对簿公堂的程度，不切实际地提倡甚至追求表

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并不解决问题的做法，是没有多少

意义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因为，判决书毕竟不是演讲稿

，司法行为并不都应当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

如果过分夸大思想工作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显然是不恰当

的。此外，多年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不少当事人在法官法

庭上做思想工作或者调解时，对法官的批评、教育、忠告甚

至警告，都不会过多计较，大都能够接受，可一旦发现法官

将这些内容写进裁判文书甚至写进调解协议或者调解笔录中

，就很有意见，甚至引起上诉或者申诉。究其原因，并不是

法官说得对写得不对，而是因为许多当事人特别看重裁判文

书，总认为裁判文书是历史资料，会装进个人档案中，一旦

被人发现或者扩散出去，岂不是“家丑外扬”?更何况从目前

法官的素质来看，似乎离演讲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虽

然有的法院正式下发文件要求每个法官都要制作一份深入浅



出的法官忠告，以使当事人受到一次生动的情理教育，但实

际上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由此，笔

者认为，对目前有关法官忠告和法官后语的内容如不加以规

范和严格审查，难以避免出现节外生枝等不良社会后果。现

在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阐述判决理由上，力

求情、理、法的有机统一，在讲深、讲透上下功夫，而不要

舍近求远，在判决之后再添上一段可能引起非议的后语或忠

告。 尊敬的罗叔叔： 您好!很冒昧给您写信，但这也是我鼓

足了十二万分的勇气才做出的举动。我是一名大一学生，现

就读于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的文法学院，法学专业。暑假

，我回到了家乡邛崃，并进入邛崃市人民法院实习。在办公

室里翻阅期刊时，我读到了您的这篇文章，感触颇深。 我对

于在裁判文书或者起诉文书之后撰写忠告或者后语的改革举

措非常赞同。这是由于在实习期间，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

的东西着实让我震惊。我在翻阅卷宗或者旁听时所见到的罪

犯或是犯罪嫌疑人大多有着丰富的铁窗经历，不是“二进宫

”就是“三进宫”。看着他们微笑着走进审判庭，“大义凛

然”地回答审判长和公诉人的提问，然后向旁听席上的人(准

确地说是他的亲友团)微笑示意着退场。说实话，我心里像打

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累犯，《

刑法》明文规定，对累犯要加重处罚。 他们似乎在经历了一

次、两次、三次的铁窗生涯之后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心理麻

木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同时也暴露出监狱狱警对

服刑人员的思想改造，不深刻，不彻底，仅仅是隔靴搔痒。

由于他们的教育没有一针见血，提高到一定思想高度，使其

真正做到痛定思痛，以致于服刑完之后，时间一长就将其抛



诸脑后，置若罔闻。 如今忠告和后语的出现挽救了这一场教

育危机。这些情理教育让罪犯切实感受到法官对他的良苦用

心，感到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放弃他。这样大大增强了教育

的效果，利于服刑人员的改造。 请恕晚辈直言，我不赞同您

的观点，甚至觉得有些极端。就拿您的观点1来说，我们在强

调“后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并不抛弃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的观点，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互相结合。而您却视这二者为

水火不容，得其一，势必舍其一，这大可不必。至于您担心

的观点2，完全可以交由各级法院自行制定一套万全的方案来

解决。我们都知道，每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必将经历许多磨难

，遭受各方面的批评指责。只要坚持做好自己不放弃，总有

被接受的一天。裁判文书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想办法解决改

革中出现的问题，相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后语”一定会有属于它的一片天空。 同时，我也想说

，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而且要善于解决问题，并不是

遇到了问题就退缩、避而不谈。也许我今天的想法还不成熟

，但这是我读了您这篇文章之后有感而发，如有不敬之处，

还望您原谅。 此外，我期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一点点时间给

我回信，提出您对我这个即将步入大二的法学专业学生的宝

贵指点，有了您的指引，相信我在今后的奋斗路途中会更有

方向感。 小胡同学：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尽管你在

来信中明确表示并不赞同我的观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而且是在校学生对我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至少说明，这是

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关于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是否应当表

述“判后语”的问题，只要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之前，都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这个时候，理论上有不



同的观点和声音，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做法，应当说，都是

非常正常的。 不过，你在来信中的理由仍然没有将我说服。

特别是对你在列举“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并让你“震惊”

的诸多事例后，话锋一转所下的结论：“如今忠告和后语的

出现挽救了这一场教育危机，这些情理教育让罪犯切实感受

到法官对他的良苦用心，感到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抛弃他。

这样大大增强了教育的效果，利于服刑人员的改造”，实难

苟同。 我不知道上述“结论”是否经过实证分析，但可以肯

定，就全国或者一个地区而言，这样的结论下得为时太早。

既然监狱改造都客观上存在着“不深刻、不彻底”的问题，

那么，寄希望于一纸裁判文书上的“忠告”或者“后语”来

达到“深刻”而“彻底”的改造效果，恐怕是不现实的，至

少是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再次感谢你的来信并直言不讳地表

明自己的观点。衷心祝愿你实习愉快，好好学习，力争成为

一名优秀的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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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