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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距离大海最近的法学院，只知道近得抬眼一望就看见惊涛骇浪
，俯身触摸就是温柔的海滩；尚未求证厦大法学院是不是享受阳光最充裕的法学院，只知道所有的教
师工作室都是向南面海，从日出东山的那一刻就开始接受阳光的恩赐，即使在黄昏的瞬间，也能收揽
最后一缕光芒！
海纳百川，自然会赋予她宽广浩瀚的胸怀；阳光普照，更使她天生充满了博爱与无限生机。
厦大法学院就是在大海与阳光的厚爱中悄然迎来了八十周年华诞，更为欣喜的是伴随生日庆典的到来
，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犹如一个新的生命宣告诞生！
翻开厦大法学院八十年的历史画卷，值得回眸和感慨的片段有很多：1926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法科，
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系。
1930年2月，厦门大学改科为院。
1934年6月，法学院与商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
1937年底，法商学院中的法科停办。
1940年复办法律学系。
1950年，厦门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法律学系再次停办。
1979年法律学系再次复办。
1984年12月，法律学系与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成立了政法学院。
1998年9月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法学院。
直至2003年11月，才在法律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现在的法学院。
从某种意义上讲，厦大法学院的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法律发展历程的缩影：她命运坎坷，多次起落于
创办、停办、复办的变化之中；她成长曲折，在不同的阶段分别与文学、商学、政治学联姻，以文法
学院、法商学院、政法学院的姿态出现。
这看似厦大法学院的悲哀，抱憾于以往多年未以能独立的法学院实体和学术形态面世，却无意中塑造
了厦大法学院所拥有的海纳百川的气魄与心存千智的人文品格。
古人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告别了沉重的历史，迎来了灿烂的今朝。
自1979年厦门大学复办法学专业以来，经过两代法律人二十余年的奋斗，法学院有了长足的进步，特
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厦大法学院得到飞速发展。
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坚持以“学术建院、民主治院”为宗旨，法学院在创造民主和
谐的工作氛围的同时，更致力于提高科研水平，提升学术品位。
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的建立就是一个良好开端和鲜明的例证。
她的问世，不仅是献给法学院八十诞辰的贺礼，更意味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虽不足回报
八十年中为法学院的今天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却能激励为法学院的未来努力开创的新人！
八十华诞，对于自然人来说意味着饱经沧桑，已近暮年，但对于法学院而言，则彰显出丰富的历史和
深厚的底蕴，而法学文库的诞生犹如新生的婴儿，代表着新的起点，预示着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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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民事诉讼为中心》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为分析基础，从
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认定、证明责任分配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调查取证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证据能
力确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证明力判断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及事实认定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制约机
制等七个方面对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论证，并结合诸多典型
案例进行剖析，以期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提供建设性建议，并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该问
题进而作更深入的探讨。
　　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法律虽然从来不愿直面司法过程中的法官
自由裁量权，但在事实认定中，从举证、质证、到认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无所不在，贯穿始终。
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法官对各种证据进行主观评价
的过程。
因此，如何赋予法官在事实认定中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更好地发现真实又通过合理的检验机制以有
效地抑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我国立法与司法面临的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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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大陆法系，由于理性主义的成文法传统，长期以来法官造法一直被视为异物，在理性主义观念之下
，法官只应探求法律意思，寻求法律理由，只需依“概念而计算”，或纯粹的逻辑推演，无须也不应
当进行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法官完全可以从一个“法律体系”中逻辑地推出所有法律规
范，从而解决纠纷。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改变，1794年普鲁士法所设想的那种通
过大规模立法来阻止法的发展的企图，在今天已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而在禁止拒绝裁判的原则下，
法官造法在大陆法系已不再被视为异物，法官造法在整个法源中有了一席之地。
德国著名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指出，对广为接受的法官造法的正当化基本原则虽仍有若干值得商榷
之处，但并不存在太大的异议，法官造法在所有法秩序中都是必要的，而其核心在于造法的界限问题
。
因此，他主张通过将尊重方法论作为造法的必要前提、造法的行使必须是慎重且抑制的、法官造法的
发展过程中应有辅助原则（如优先考虑法律的条文解释、立法者的意思以及现行法律构成、造法必要
者负有对其主张的证明责任等）、尊重根据程序法上的规定而产生的界限等四个方面来对法官造法进
行必要的制约。
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选择之困难在于其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不同的问题。
从严格的守法主义角度出发，人们期望法官释法而非变法，法官永远的当务之急，必须是寻找规则，
表达对法律和法治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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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著作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民事诉讼为中心》修改而成的。
2006年，当我已晋升为教授之后，我选择了报考博士研究生，尽管3年既为教师又为学生的生活繁忙而
辛苦，但当博士论文完成之际，我的内心却充满温暖。
一直以来，我都对生活心存感激，虽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要面对不断的挑战和挫折，亦可能遇及许多
我们一度以为无法克服的难题。
但是，正是这些挑战、挫折和难题使我们了解了人性的坚韧与自身的潜力。
在生活的磨练中，我们不但收获了自信与进取，也收获了包容与乐观。
感谢我的导师齐树洁教授，正是他引领我进入民事诉讼法学这个充满哲理而又具有广阔视野的领域，
他对专业的执著与勤奋不但使厦门大学法学院的诉讼法学硕果累累，亦是我们前行的目标。
我能够在专业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得到齐树洁教授的指点与引领，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我在专业上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得益于导师不断的鼓励与无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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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民事诉讼为中心》为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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