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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论私力救济》

、《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

法改革》，译有《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公共知识

分子》、《证据法的经济分析》等，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

奖等奖励，主编《司法》杂志，主持司法文丛 2007年，读了

几十本书，在此推荐五本，特别推荐第一本： ■《程序与民

主》[意]卡拉玛德雷著翟小波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

版 ■《中世纪神判》[英]巴特莱特著徐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

社2007年出版 ■《法律的公共空间》[美]尤伊克西尔贝著陆

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

日]高桥宏志著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出版 ■《危险

的愉悦》[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司法过程的性质－－－评卡拉玛德雷的《程序与民主》 我对

皮罗?卡拉玛德雷的关注，源于对其得意门生莫诺?卡佩莱蒂

的译介。卡佩莱蒂是20世纪最卓越的诉讼法学家之一，他深

受老师的影响并深刻地认识到，法律应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

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其本身不应作为目的。 卡拉玛德雷

是20世纪前半期意大利诉讼法学泰斗，也是1948年意大利《

宪法》的缔造者之一，其代表作为《程序与民主》。 虽然该

书名为《程序与民主》，但核心主题却是司法过程的性质，

其分量完全可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相比。他从多方

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第一，司法过程不是法官的独白，而是



对话和交流，是建议与回答的提出和采纳，是起诉与答辩、

攻击与回应、主张与反驳的互动。司法过程是法官与当事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只有法官拥有独立且与司法相关的意

志，双方当事人亦有。因此，辩论成为现代司法过程的典型

特征，司法过程也被比作体育竞技，只不过是劝服与辩论的

游戏，而非运动力量的对决(55页)。 第二，律师与法官的关

系是司法过程的基本问题(65页)。法官与律师应相互理解、

尊重、宽容和信任。 第三，司法过程应体现对个人的尊重。

这首先表现为当事人对法官的制约。法官的意志从来就不是

至高无上的，而受当事人意志和行为的制约(即使刑事程序中

也如此)，受其启动、劝导、抵抗和认可等行为的制约。当事

人双方之间也如此，从对方和法官那里受到的刺激都塑造且

制约着他的意志和行为(56页)。 第四，司法过程是一套复杂

的技术机制。法律程序规则实质上是逻辑和常识的原理被转

化成有拘束力的技术性规则(1页)，是国家为解决争议而创设

的精巧的程序机制。这种司法过程被规定于法典之中，也被

发展出宏大的理论，但真实的司法过程远非如此。正如霍姆

斯声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卡拉玛德雷

主张司法是一种实践技艺。他提及父亲的老助手对他的警告

：别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真正重要的是经验。这位助手几

乎不会读写，但在法庭接待室工作五年后成为了专家。40年

后作者才真正认识到：写在法典中的司法过程只是空洞的模

型，根据置入其中的特定内容，它产生不同的结果(6-7页)。 

卡拉玛德雷的著作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文采飞扬，行云流

水，语言优美，风格华丽，如诗如歌如格言警句，字里行间

尽显诗性正义与大家风范。“司法程序映射出⋯⋯国家的结



构，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天空一样”，这是1996年，我通

过卡佩莱蒂的书最早接触到的卡拉玛德雷。这一短句对我影

响深远，我以司法制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部分与此相关。 德

国人喜欢构建理论体系，日本人极端注重细节，意大利人则

更愿意生产思想。他们师徒的著作使我深刻地认识到，程序

法理论与思想的提升，取经正道不在日德法，而在意大利－

－那是一个诉讼程序自希腊、罗马时代至中世纪、近现代皆

高度发达，作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并孕育了许多法学大家

的思想生产国。因而，除了对意大利小夜曲、比萨斜塔以及

福斯特小说中出现的佛罗伦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郊外

波浪般的麦田和深红的罂粟花心生向往之外，我还急于寻找

一位精通意大利语的学生。中文版依英文本转译而来，与原

作相差较大实属意料之中，故期待有人从意大利文直接译成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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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