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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学》

内容概要

《法律文书学(第2版)》讲述了：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自2002年出版以来，受到全国法学专业师
生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荣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本系列教材经过两次修订，质量日趋精良，
目前已经销售50万册，被全国近百所高校作为教材使用，在我国法学教育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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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相结合的方法对法律文书学的研究和学习，还必须注意运用
新的科学方法论。近年来，各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研究方法，法律
文书学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法律分支学科，也应该有效利用这些方法论。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把法
律文书作为一个严整的结构体系来看待，而结构是分层次的，如法律文书的语言自成体系，由低到高
可以分为词素、词、词组、句子、句群、段落、章和篇等层次，对它所有层次逐一考察学习，才能真
正掌握法律文书语言的结构规律。另外，法律文书具有多结构性特点，它既是一个法学范畴，又是语
体范畴和文章学范畴，所以，只有从法学、语体学、文章学等不同角度全面考察，才能揭示其全部规
律。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客体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方法已运用于多门现代科学，从而促使这些学科迅猛
发展，我们也要把它引进法律文书课，以提高学习质量。从信息论观点出发，制作法律文书是一种传
递信息的过程，信息传递讲究经济、有效，尽量减少冗长信息，这就要求我们用最经济的语言材料负
载最大的信息量，讲求语言的简明、准确、凝练。法律文书在信息的平面载体（纸张）上的格局，如
何有利于突出主要信息、增强文书的准确性，并给阅读者带来庄重朴实的心理印象，也可以通过运用
信息论原理得到解决。可见，运用信息论方法就可以把文书中语言表述及篇章格局等许多问题提高到
科学的意义上加以认识、考虑，并予以通盘解决。从控制论的观点出发，文书的题旨对整篇文书就是
一种宏观控制，每篇文书都有它特定的内容、特定的题旨，特定的文书要在规定场合供一定的对象阅
读聆听，这就是文书必须适应情境，其遣词造句、谋章运篇、材料取舍都要受题旨、情境的控制与约
束，否则这篇文书就走题，就“失控”，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功效。为什么辩护词与刑事判决书的格
式、语言材料和修辞手法可以有那么大的差异？为什么同一案件的起诉书、公诉意见书语言风格很不
相同？都可以从特定题旨、情境对文书的控制来解释，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熟练、得体地制作不同文
书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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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文书学(第2版)》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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