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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律文书都体现司法公正 

——访中国政法大学宁致远教授 

段家星

    京城东南二环外的一处普通居民小区，六楼一家的老式防撬铁门已略显陈旧，里层油漆木门上挂着的

大幅“福”字， 

    透露出宅子里传统、古朴的生活气息，住宅的主人这个月刚度过八十寿诞。最近一个周末的傍晚，我

如约来到这里，采访住宅的主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名誉会长宁致远先

生。 

    宁教授家的客厅简朴素雅，一组一般质地的沙发，两排摆满各种书籍资料的老式书柜，一切都显得那

么朴实无华，但掩饰不了其中浓浓的书香气息。宁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不仅身体硬朗而且精神矍铄，只是

斑白的头发告诉你这是一位年岁颇长、饱经风霜的老者，宁教授围绕法律文书学科研究，开始谈自己的学

科研究工作经历和体会，平和舒缓的语气时刻透露着慈祥与和蔼。 

    人生与事业在探索中升华 

    宁老师1926年出生于河北清苑，1948年底突破蒋管区封锁，奔赴解放区工作，1949年调入华北人民革

命大学工作。1952年调入中央政法干校担任学报编辑，同年底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

教。1987年与江平先生一同评为教授。宁老师亲身经历了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自身谈不上大起大

落，但一路走来经风历雨，人生、事业及学术都经受了考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宁老师一直在

法律文书教学与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曾经担任过中国司法文书、行政文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诉讼法学会

顾问，北京语言学会理事，北京秘书学会特邀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央电大教

学指导委员会法学组委员，《法律文书与行政文书》杂志名誉主编等职。著有《司法文书学》(主编，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1年获司法部优秀教材奖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中国司法文

书》、《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二人合著)、《公文知识》、《中国律师文书范本》(主编)等二十余部著

作，发表了二十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宁老师作为法律文书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对这一学科的创建和

发展，竭尽全力。正是基于此，1994年，国家人事部批准宁教授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发放的

政府特殊津贴。 

    宁老师不仅仅是中国法律文书学科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创立者之一，而且一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

入到了这门学科之中，从宁教授口中得知，他在九十年代初从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没

有停止法律文书学科方面的研究和实际教学工作，2004年夏天还录制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文书课程讲

授内容和教学辅导资料，2005年以来还主持了几套法律文书教材的修订工作。宁教授主动让贤一事在中国

政法大学和法律文书研究会也传为美谈，从宁教授在研究会的同事口中得知，2004年，78岁的宁教授和原

来一批法律文书学界“打天下”的元老主动提出让年轻人来主持，并高高兴兴地把研究会工作移交给了一

批年轻的学者。这是对年轻学者一种信任，更是用实际行动对法律文书研究会的一种支持，是一种无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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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 

    宁老师主持法律文书学科研究期间，曾经尝试主办过专业理论刊物，八十年代初期，借用外地法律实

务部门争取的刊号办了《司法文书写作》，由地方实务部门负责发行，但刊物几起几落，4年之后停办，

停办3年之后又办了4年。一份专业刊物就是一个理论研究阵地，就是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有阵地和平台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理论的影响和作用。据宁教授回忆，早些年以前刑事判决书中一般不写控诉方的控诉内

容与辩护方的辩护要点，当时宁老师等在刊物上对此组织了讨论，经过呼吁，后来实务部门将控辩内容写

进刑事判决书。谈及此事，宁教授认为法律文书学科研究的作用也体现出对实务工作一点一滴的促进与推

动。 

    学术研究推进国家法制进步 

    1964年，当时北京政法学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最高人民法院一位领导给学院写信，说当时法院的法律文

书存在的问题太多，建议学院开设司法文书这门课，宁老师等在教研室主任高潮同志的组织下于1964年着

手准备材料，1965年开始尝试性讲授，这在当时所有的政法院校里独一无二，可谓开了司法文书学科教育

的先河。可惜，随着“文革”的降临，1966年学校停课，法律文书课程停开。“文革”结束后，当时的西

南政法学院余继志老师写了一本法律文书教材，尝试性地介绍各种法律文书。后来司法部成立法律教材编

辑部，《语文教程》这门课中的法律文书这部分内容开始主要由余继志老师执笔，后来因为法律文书专业

学科要求等方面的原因，转而以北京政法学院为主，主要由宁老师负责接手担起这门课程教材的编写。宁

老师最先用写作学的理论来分析法律文书的各种写作要素和亟待改进的一些问题。当时各大学包括当时的

中央电大也都采用这本书作教材。电大最初开设的这门课，也是邀请宁老师主讲。司法部还曾委托中国政

法大学培训了两期全国各政法院校的司法文书教师，指定宁老师担任班主任，而今这批人都是各政法院校

司法文书课程的教学骨干。在当时条件下，资料缺乏，一点一滴地挖掘积累，逐步探索法律文书的写作特

点和基本理论，尽管当时的教材资料今天回过头来再看稍感粗略，但是正是在这粗略的起点上一步步改

进，才有了今天法律文书教材和资料的相对精确与相对完备。 

    “现在实际工作中的法律文书写作，整体已经比较规范，但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协调统一仍有努力空

间”。谈及法律文书研究，宁教授认为有些问题还有待相关部门的协调统一。宁教授仅以公、检、法部门

文书编号这一很小的例证进行了分析，目前编号排序各部门均按各自一直以来的做法保持着不完全相同的

排序习惯，而如果从维护司法统一和体现法律文书严肃性、权威性看，应该进一步统一文书编号顺序，这

也是法律文书规范性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这种统一无须进行过多的理论认证，也不见得会增加多少经济成

本，但作为法律部门及法律职业群体，法律文书制作应该精益求精。用先生的话讲，“法律文书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 

    回想自己当初起步做研究时，有的部门以相关法律文书是保密材料为由不轻易给学者提供相关资料进

行解剖研究，相比之下，目前研究条件与氛围已大为改善，法律文书研究会自身也主动吸收了更多的实务

部门的研究者参加。谈到这里，宁教授为学科研究方面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巨大进步感到由衷地高兴，

感叹法律学科研究环境的进步，感叹正是通过无数学者、无数法律专业人员以及无数普普通通的人一点一

滴的积累与一步一步的突破与超越，才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就。 

    让法律文书体现司法公正 

    对于现在法律文书实务现状，宁教授认为当前国内法律文书写作呈现出的两极化趋势应当引起关注。

一方面，程式化明显，法律文书中表格形式多，写作内容基本上可以用填空的方式来制作完成。这种一味

简单地表格化处理，效率是有所提高，但过于强调效率很容易导致机械地理解和操作法律，这是法律文书

制作过程中应该引起注意的一种倾向。另一方面，法律文书写作中学术论文化趋势也有所表现。法律文书

中进行充分说理，确有必要，但一个民事案件的判决动不动就是洋洋洒洒二三万字，说理过于细密繁复。

“法律文书应该注意说理的精要和决断，避免研讨式的认证”。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一

些经典判词，准确，凝练，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字表达功底和法律的威严，这方面在今天不无借鉴价值”。

宁教授认为，法律文书的写作仍然值得我们整个法律职业群体认真体会与思考，并且有一个借古通今的问

题。不一定开口之乎者也，引经据典，也不一定言必称希腊，但从表达技巧到表达样式，我们应该从古今

中外的优秀法律文书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结束采访，起身告辞时，笔者特意留心了宁教授书房墙上一块精致牌匾，匾不大，但匾上“宁静致

远”四个字苍劲有力，这是宁教授八十寿诞时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赠送的小礼物，是研究会同仁们

对先生治学与为人的评价与嘉许；是众多老一辈法学家治学精神与人生品德的真实写照；是中国法学界法

律学术研究风格的写照。正是宁教授等无数老一辈法律人的青春与智慧点燃了法律各学科的学术研究火

种，也正是他们用平凡而踏实的毕生精力探索开拓出了各学科研究的新的阵地，法律学术研究才有了今天



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现在，中国法学会已经正式接纳法律文书研究会为正式集体会员。今

天的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正致力于提升与超越，特别是办会方向由侧重于推广向侧重于研究转变。

法律文书不仅仅是推广和普及一种现成的写作模式，更重要的是要体现法理内容，体现法律的精神实质，

这是一个法律学术社团的办会宗旨的超越，更是法律人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的突破，正如宁教授八十寿诞

时，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发表的一份倡议书所倡导的主题：“让每一份法律文书都体现司法公

正！” 

    来源：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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