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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判决书可接受性的修辞研究》分析了判决书的可接受性既非仅是判决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属性，
也非仅是判决受众的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存在于判决书本身与判决受众的感受之间。
《司法判决书可接受性的修辞研究》认为应以一种更为动态化、开放化、多元化的视角去看待立法、
司法过程中法律语言的运用，因此，修辞学视角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对判决书中研究的片
面性。
《司法判决书可接受性的修辞研究》将法学研究的视角引入了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中，是一种研究方法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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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判决书中使用的修辞是这样一种说服：它并不灌输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知识，而产生对
正义和非正义的信念。
正如韦伯所言，“任何统治形式要获得权威，都必须唤起被统治者对统治的合法性信仰。
所谓合法，即是有根据的，能使被统治者所接受和服从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法律的统治方式。
但真正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获得只能依赖话语的力量而不是暴力”。
（转引自葛洪义，2002：2）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修辞，并不仅仅是为了言语上的动听或者辞藻的华丽
以哗众取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有助于弘扬真理和正义，使比较弱的观点变得更强”。
（波斯纳，2001：570—571）。
修辞在判决书中的应用是获得受众的信服的重要手段。
 如在判决书中，当事人需求是否正当由事实、证据决定，而法官在书写判决书时不可能将所有事实和
证据照搬，这是因为案件事实所描述的只是事实命题，如果不对它进行法律的价值判断，就无法同法
律推理的大前提发生联系，也无法将之归类于某一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下。
因此必须对案件事实进行叙事裁剪，即对案件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将案件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事件的描述往往与其对此的评价不可分割地同时存在，因而，这种对于事
实的裁剪，是在法官思维指导下的裁剪，是一种对于判决叙事的修辞。
法官正是通过叙事裁剪的修辞技巧使阅读受众完成了对于案件事实的想象性重构，其目的在于获得基
于剪裁事实基础上的法律话语的正当性，其最终目的是影响受众接受其判决。
以故意杀人案为例，如果法官在法律事实裁剪和证据事实裁剪的时候，故意略去犯罪嫌疑人有减轻处
罚的情节的事实，或其行为实际上属于正当防卫的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是在紧张情绪下、混乱情景中
“失控”刺伤对方，那么对其主观方面的定性有可能由过失或者意外转变为故意杀人。
事实裁剪差异之大足以导致完全不同的定罪量刑。
如果法官运用事实裁剪的修辞手段来压制一方有利事实、以片面剪裁事实的方法来迂回维护自己的结
论，那么其判决结果就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必然不能为受众、特别是当事人受众所接受。
 再如，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具体个案中适用的法律规则，是论证的大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通过法
律解释建构起来，如何与作为法律事实的小前提推论出判决结论，就必须有一个修辞论证说理的过程
。
由于法官在司法判决书中所作出的论证推理过程不具有合理性、逻辑性，其所用的事实和法律的援引
无法推导出判决结论，或判决书未能通过修辞论证推理来阐释其推理过程，不能让受众明了援引的法
律规则与判决结论之间具有相关性，那么，即使援引的法律规则正当合理，其正当性、合理性也无法
传递给判决结论，可接受的司法判决书也就不可能构建出来。
司法是一个存在大量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问题的领域，其中使用更多的是以包括修辞技巧和修辞论证
在内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而绝非简单的逻辑推导。
司法判决本质上并非是绝对的理性证明，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法官根据其对具体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适用性选择并给出合理性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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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判决书可接受性的修辞研究》由张纯辉著。
《司法判决书可接受性的修辞研究》将法学研究的视角引入了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中，是一种研究方法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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