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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手记》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作者历时近30年的审判实践中，所记录下来的真实办案手记里面精选部分加工而成，60个极
具代表性的法制名案，涵盖了杀人、抢劫、强奸、盗窃、婚变等热点法制领域；精彩的故事、通俗的
语言，在探究每一个故事背后罪恶产生的根源基础上，作者也对如何提升自我、完善人性指明了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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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琦，男，1948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三家子村，当过农民、中学教员。后来上大学，毕
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人民政府机关任职员。1979年起开始当法官，因审理贪腐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和
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嘉奖。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中国高级法官职务后，被辽宁大学聘请为法学客座教授
，2008年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退休。
闲暇时，愿意用写作度过时光。主要著作有《怎样到法院打官司》《中国法律咨询全书》《法官说法
》《法官说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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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是案情介绍，没有任何侦破情节，也没有法律逻辑等。
2、神经还不如叫故事会！
3、之所以只打两星，是因为这更多的是一本普法教程，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讲，过于通俗了。曾经在
高级法院实习期间死刑复核、减刑的经历我丝毫不质疑书中故事的真实性。受法官经历的影响，书中
的刑事案件大都发生在农村，非常简单的案情，愚昧、不懂法，动辄因为几百块钱一两千块就会发生
命案，为此深表叹息。
4、《故事会》作者真该来法院取材
5、适合非法律专业的人科普法律常识，感觉被高大上的封面和推荐语骗了，不好看
6、警醒世人 
7、故事会。。。就是案情  分析 解说 推理 完全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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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完全是被“法官”二字的吸引，以及对于自己专业的影响，在30本书中首先挑中了这本。少有弃读
的我，居然看了一大半就放弃了，在豆瓣上面也只打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一颗星。比较了一下豆友
们的评分，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也是只打了一星。可见，这本书真的不尽人意。而对于我来说，一方
面是对于这本书的失望，以及对于所谓的“书单”的权威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当今法官职
责的明确性的一种忧虑。《法官手记》的封面上面可以说是吹尽了一切的牛皮，以及描述了很多能够
立刻吸引买书者的文字，透露出这是一本有深度的书的话，“本书是从作者历时近30年的审判实践中
，所记录下来的真实办案手记里面精选部分加工而成，60个极具代表性的法制名案，涵盖了杀人、抢
劫、强奸、盗窃、婚变等热点法制领域”、“一位有良知的法官，耗时30年，记录我们身边最真实的
世界”、“篇篇锦绣，究罪恶之根源；字字珠玑，接人性之贪婪！”、“我深深地意识到，身为法官
，以判案为职业，法槌落下的瞬间，几乎决定的是一个生命的存亡；错案和冤案的存在，是比凶案更
加血淋淋的罪过，所以‘知错能改’四个字，在法官身上就是不能犯错”。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你便只有两个现在的流行词语来描述自己的心情，那便是“呵呵”。读了大半本书，的确，描述的
是60个案件。是不是名案？在这边先不追究（但是我敢肯定绝对不是名案），但是究竟这60个案件，
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法学的学者，其他法制工作者，警示以及启示作用到底如何，我想是极低的。
首先，一个法官，他选择的案件，基本上全都是反映的人性的欲望，对金钱的渴望。60个案件，其实
一个案件就可以反映出整本书想要表达的事情，想传递的精神，但是他却用了整整60个案件，几万字
。对于读书的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更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读书者不仅不能从这本书
上面学到任何的事情，对于这种“故事会”式的心灵鸡汤作用早已经有了免疫能力，而且，在一个法
学的学生眼里，这样的书，简直就是丢法制工作者人的脸，因为顶着法官的名号，写着故事会，那么
法官二字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体现？我想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只要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始末，
谁都可以从中提炼出对于人生，对于人性，对于做人的思考，要一个法官来做这事儿干嘛，岂不是有
大材小用之嫌。其次，这本书，其语言表达，措辞用句，可以说是通俗到了极点。当然，我们在这里
不能苛求一个原本是农民、中学教员，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接受教育的人写出多么深刻的文字，多
么精炼的文字。但是既然写不出篇篇锦绣，写不出字字珠玑，那么就不该在书的封面以及对于宣传说
这是一本多么能够引发人们对于人性思考的好书。这样一种欺骗性，我想也是与追求事实，公正，真
相的法官的身份有些不相符合。当然，也许宣传上面作者不能够有所左右，出版社也是为了赚足读者
的眼球，希望提高自己的售卖的情况，但这也正好反映出我们放下社会的一种浮躁以及不真实性的情
况。若是本本书都如此，那么小则到底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书？大则，我们在社会上究竟应该相信谁
，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何谓好书，不仅仅是在内容以及主旨上面的精华提升，更应该是在措辞表
达上面的追求。若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能称得上是好书，更不能对外标榜这本书的成就以及价值
。否则，在人们看完这本书之后，不仅会将这一本书弃之一边，更会对这个所谓的著名法官作者有很
强的抵触心理，更会延伸出，对于整个法官届，甚至是法律工作者的一种偏见以及出现以偏概全的意
见。“啊，原来法官工作者都是只注重所谓的人性，所谓的贪欲，所谓的警示作用，而没有把注意力
集中在“法”上面！”我想，读完这本书，会出现这样的想法我也是没有任何辩驳的理由的。一个法
官，其职责，其权利与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上面已经有了很详细的描述。当然，出书，
将自己的生平经历，对于法律的看法，对于社会的评价，剖析等等都是一个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
种表现，是他作为另一种社会角色的扮演。但是既然是另一种社会角色，那么就不应该在书上面记录
上“法官”这神圣且职业感和法学感如此强烈的社会角色词语。一个法官，期评判案件的态度应该是
公正的，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就像他在判决书的后面不能批注任何的P.S.一样，不能对于除了案件事
实之外的部分进行评价一样，对于案件的记录也不应该仅仅只注重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
也无非是在追究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的问题。这样深奥的哲学问题，我想一个原本只是一介农民的
人是不会懂的，也是分辨不清出的。（我承认已经对这位作者产生了很强的偏见）因此，一位法律工
作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提升我国的法制建设上面，而不是再去纠结所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正在研
究的“人性问题”，否则就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了。法官，法，官。这就意味着这一个官肩负着的是不
任何一个官更重要的东西，“法”是国家的规则，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法不成国家。法官就是在这样
沉重的负担以及指责下面从事工作，履行职责和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写书，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
，内容，还是更切实关于法制建设的好，故事会什么的，还是让别人写吧。若要写，也请各位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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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掉法官的头衔，换一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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