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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证据法学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基础》讲述了：远古时代的神明裁判，虽然诉讼审判显得比较
粗糙，并且司法技术及推理过程简单而直接，通常是依靠一些极其表面的简单征象来直接决定诉讼的
胜负结果，但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断的标准却相对固定，已经脱离了完全无序的状态。
神明裁判的实体标准尽管大多是一些神秘的征兆和简单的并不具有因果联系的自然现象，但是这种以
“神意”表达出来的标准，与完全主观擅断的任意裁判相比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随着社会从愚昧向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发现任何事件的发生总会被人
撞见或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通过考察证人或留下的这些“蛛丝马迹”，人们便可以认清事件的真
相或大致真相。
在此，证人证言、事件片断、考察结论等便构成争执事件的基础事实，后来称为证据。
法官依证据裁判争执事件，称为证据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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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永安，男，汉族，1972年生，湖南安化人，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诉讼法学位点负责人，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省级重点学科——诉讼法学科负责
人，国家级精品课程“诉讼证据法学”主持人，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法
学会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2004年首批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2005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2006年入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年入选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研究“百人工程”人才培养对象
。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先后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司法部科研成
果一等奖、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多
项。
代表性著作有《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研究》、《民事诉讼理论探索与程序整合》、《诉讼费用研究》
等，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报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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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诉讼是一个对具体案情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准则来作为判
断的依据。
因此，在诉讼审判活动中，必须要解决判决依据的问题，即依据什么对争议进行判决，这是诉讼制度
正当性的基础。
远古时代的神明裁判，虽然诉讼审判显得比较粗糙，并且司法技术及推理过程简单而直接，通常是依
靠一些极其表面的简单征象来直接决定诉讼的胜负结果，但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断的标准却相对固定
，已经脱离了完全无序的状态。
神明裁判的实体标准尽管大多是一些神秘的征兆和简单的并不具有因果联系的自然现象，但是这种以
“神意”表达出来的标准，与完全主观擅断的任意裁判相比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随着社会从蒙昧向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发现任何事件的发生总会被人
撞见或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通过考察证人或留下的这些“蛛丝马迹”，人们便可以认清事件的真
相或大致真相。
在此，证人证言、事件片断、考察结论等便构成争执事件的基础事实，后来称为证据。
法官依证据裁判争执事件，称为证据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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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两年博士后的研究时光就这样匆匆流逝，纪念它的，是面前的这部研究报告。
我知道，在学术研究这条崎岖的路上，这至多只算是又一个开始。
2004年我从人大法学院博士毕业后，之所以还能顺利地转入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首先得感
谢我的合作导师夏甄陶先生，以及哲学学院的焦国成教授、郭湛教授、马骏峰教授、李燕教授等的大
力支持，是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接收了我这位哲学门外汉。
研究报告的完成，合作导师夏甄陶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选题到提纲设计、观点提炼，夏先生自
始至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与关怀。
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答辩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刘奔教授、光明日报评论部主任包宵林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郭湛教授以及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江伟教授又提出了诸
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如今的论文中均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体现，在此我对上述师
长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岳父母和我的妻子文艺女士，他们默默地承担了家庭中的一切重任，为我创造
了宽松的环境，而活泼可爱的儿子文宇则为我提供了不少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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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证据法学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基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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