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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窑法庭（田野深描）》

内容概要

此书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秦窑人民法庭为个案，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基层司法的实践及其逻辑；
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由“基于政策的治理”转向“通过法律的治理”）作
出了理论上的回应；透过“合法性/合法律性”（legitimacy/legality）这一分析框架，作者阐释了中国法
律新传统——政法传统——的内在理论。
人民法庭是最基层的司法审判机构，它将抽象的国家与具体的乡村社会直接联系起来，其行使的审判
权在权力性质上不同于行政管理权，其裁判过程受到最为严格的程序理性的规限，因而直面乡村社会
的基层司法活动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权威，此所谓“通过合法律性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
through legality）。与西方社会不同，司法机关在中国的语境下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它又必须对
外界表现出极大的中立性，透过这两重身份与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此书揭示了基层司法所依循的政
法逻辑。
作者以司法审判活动的“观察者”及“参与者”的双重视角展开叙述。“观察者”喻示着外在的视角
，而“参与者”则指称内在的视角。在“观察者”眼中，法律是一组客观存在的规则系统，它因为具
有强制性而获得了有效性。在“参与者”的视野下，司法的具体过程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法官的行
动逻辑也尽可能地展示和表达出来，其中任何不“合法律性”的行为也因此能够得到“参与者”充分
的理解。
该书在叙述形式上另辟蹊径，作者不时转换叙述视点，力求全景式地展现乡村基层法律运作的真实原
貌；在内容和结构安排上，它避免落入既有程式的窠臼，注意将微观行动者纳入宏观的历史过程予以
观照，试图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人的活动并解释事件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研究
及其阶段性发展而言，此书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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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51031#通俗易懂的田野调查。缺少基层法律知识的我来说，后半本的实际案件比前半本的基层
组织架构和运行情况更吸引我。处理普法和基层维稳的关系，上有政策下有真实实际情况的对策，基
层总是在第一线。但有点到即止的感觉，干货略不够。
2、4星打给田调材料~
3、有关中国本土的法律社会学类书籍，估计都很难越过苏力的《送法下乡》。
4、人民法庭作为科层系统的最末端，一方面要承担“送法下乡”这一现代国家建设任务，另一方面
也要负责维护农村基层维稳任务，还要自谋行政经费，这导致了法庭日常运作中诸多奇葩而耐人寻思
的现象。
5、很好的田野调查。更好地理解了“叙事”这种方法。通过这本书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基层法院的
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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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窑法庭（田野深描）》

精彩书评

1、法庭在法院内设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我就说两件事吧。第一，当年通过公开招录进入法院，安
排部门时，一把手一看面相二话没说就把他最讨厌的那位直接分去了法庭；过了两年，政治处主任在
闲谈的时候顺口说道，那位同志还真有点......，去了法庭几年了也不要求调回来。第二，要提拔、需
锻炼的同志一般会被安排到法庭去，走动走动再回来的同志不久就会被提拔，but，法庭的一把手当了
近十年了，却从来不要求调回来。废话少说，事务繁杂，能让我读读非法条、非案例、非最高院高价
办案指南的书籍很少，大多数读了也觉得只是材料堆积，和我做论文应付考核的水平差不了多少。《
秦窑法庭》一书在理论上不算艰深，大概关于现代司法、政治理论等大路A货已经被学界搞的差不多
了，想在理论上出人头地，要么抱大腿，要么扮神棍，可......这些都很难啊。这本书吸引我的恰巧是
非理论部分，就是对现实中法庭运作所作的描写。我喜欢它是因为相当的真实，没有半点的装神弄鬼
、奇技淫巧在内。天朝的现代化法治图景，本身就具有极端的分裂性。如果一个法院的辖区够宽广，
它就能这边厢高大上的处理WTO涉外知识产权案，那边厢苦口婆心的应付百里迢迢赶来非要和隔壁王
大妈撕逼的老太婆。前者当然是严格程序法言法语你来我往一丝不苟，对后者你也来这套？老太婆一
句我不懂法，你不给我办那我去睡大门找院长就先把你给打蒙了。说到底，法庭是个巧妙的着眼点。
始于革命年代，连接往日政法传统，法庭如何在倡导现代化法治理念的当下给予自身定位？深入乡土
社会，触及法律逻辑无法处理的腹地，法庭如何在风俗民情和律法具文之间周旋自如？面对秉持实用
主义的乡民，所有权力机关都只是他们达到目的的工具，法庭如何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做出取
舍？作为党政机关的一分子，伴随着统治形式的几经变化，法庭又如何才能技高一筹地运用司法技艺
为统治凭添“合法性”？ 如果能用“尴尬”来形容法庭在整个司法现状中的位置，那是因为整个司法
现状就是大写着的“尴尬”。因为法庭就是这样运转的，基层法院也是这样运转的，甚至中高院也是
这样运转的，只不过是叠床架屋，空添了几许部门和机构而已，中国司法的“尴尬”反倒是在小小的
法庭就早已展露无余。以小见大，是这本书摆明了的态度。再来说说阅读本书的小小遗憾。一是限于
作者的写作时间，大部分章节都在诉讼费改革出台之前。对于诉讼费改革之后法庭的运作只做了点滴
对比，如果时间能拉长一点，效果应该会显得更为有趣。二是对法庭与其他机关（所在地区的各个机
关、法院内部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分析较少。当然，这些运作或多或少处于面纱之下，也许作者写
出来的远远少于他看到的。几年前，有位读博士的同学说她要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法庭的，然后说
把论文做好后，就去高院工作。嗯.......这位同学，不知道你的目标达成没有......至少......我是觉得你很
难写的比这本书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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