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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证据评判研究》以法官评判为视角，全面分析和探讨了证据法学的基本问题。
运用逻辑同一律方法，对证据法学的系列概念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完整的概念体系；运用系统方法，
对证据法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运用哲学、逻辑学、信息学、符号学
等知识，详细剖析了证据评判的整个过程，揭示了其完整的工作运行机理，展现了证据、可识素因、
证据信息、符号、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揭开了证据评判活动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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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惊天，1975年生，祖籍浙江乐清，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行为法
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校友会副会长、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举案说法》栏目专家
评论员。
曾任北京市第八届律师代表大会律师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规章制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企
业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
近年来，在《人民检察》《法律适用》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
》《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实证研究》《检察制度原理》等著作的写作；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项目等省部级课题，联合国开发署、美国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交
流委员会等项目课题近十个；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录制普法节目近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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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言行隐微是说言行在客观上已经存在，只是因其隐微在常规下不易被发现。
闻达挺箸于外，是说无论多么隐微，只要有其言行，言行自己就必然会留下被人认知、被人把握的信
息。
许慎《说文》认为，“徵者，召也。
召者，‘言乎’（按，即呼也）”。
召、呼又可互训。
召是什么，是息也，呼是什么，亦息也。
由此可知，“徵”者就是可召可呼之息。
 主：那么“息”又是什么？
 宾：息者，物成之所以也。
就是构成物的那种东西。
在诉讼中，就是形成争议事实的那些基本素因。
 主：形成争议事实的那些基本素因又是什么？
 宾：可以说是“息”，在我们的文化中，“息”也就是气，而气、息凝则物成。
物成而质聚，质聚而生性，性生而有情，情而有感，感而有象，象而有形。
由此可知所谓息者，即言行所赖之由也。
只要有言行，不管其多么隐微，都必然会有可召可呼之息令人认知与把握。
也就是说，所谓“澄”者，“徵也”的这个“徵”，就是可以令人认知、把握的，反映言行的形、象
、感、情、性、质的统称。
 “徵”字在其他典籍中还有很多被应用的例证。
《礼记·中庸》就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如此者，不见而彰⋯⋯”“子
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
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征不信，民弗从。
” 以上所引的三段文字中，第一段是说，至诚是不间断的，不间断就可以长久延续，长久延续就可以
得到徵信，得到徵信就可以更加悠久长远。
像这样不要体现而自己彰显出来的，就是徵了。
第二段是说，我（孔子）解读夏礼；可是夏以后商的杞国不能提供徵信。
我学殷礼；有殷的后裔宋国可以作徵信。
我学周礼；现在正在适用。
所以我遵从周代的礼制。
第三段是说，周代以前的礼制，虽然很好，但无徵信，无法验证，老百姓就不相信，不相信，就没有
人听从。
此处所援引之“徵”字，全部都是“澄”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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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官证据评判研究》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
喜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版发行了9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
专著、译著，对公安、司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
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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