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热点A04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当时陕甘宁时期解
决纠纷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审判。为
什么那时期大力推广呢？因为没有正规的
法院，大家也都忙于战争，老百姓没时间
打官司，这样，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在当时
有了发挥的空间。尤其是在 1982 年，马锡
五审判方式在民事审判中起主导作用，但
后来发现，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院的审
判，导致司法没有发挥空间。随着 1982 年
民事诉讼法的试行，就有了民事诉讼程
序，再加上法院具备了现代法院建设的规
模，马锡五审判方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由正规的法院取代。到了 1991 年，民事诉
讼法颁布实施，马锡五式审判对中国的影

响就更小了。21 世纪中国和谐社会口号
的提出，又被一些地方提出来了，尤其是
高院大力提倡马锡五式的审判。这有它的
时代背景。

马锡五审判方式，真正方便了群众，真
正发挥了民事诉讼的两便原则，也有助于快
速地化解纠纷，真正地维护社会稳定与和
谐。“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马锡五审判
方式在现代法治社会还有多大运用空间？”
如果想使这种审判方式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一定要与我们现代法治精神相对接。怎样
和我们现代审判相统一？这是值得思考的，
毕竟现在大多数人还是想通过诉讼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昨天的会议上，张立勇列举了一家法院在
一起关于外甥和舅舅间的纠纷上没有处理好，
导致当事人不断上访，激化了矛盾。

外甥李某多次在舅舅张某面前说舅舅不孝
顺姥爷，张某一生气踢了李某一脚，李某的脚受
轻伤，花去了医疗费1155元。法院随后判张某
1年 6个月有期徒刑。张某的母亲不服，到中
院、高院上访，现在都去北京上访了。张立勇说，
法院如果在起诉前多做做张某母亲的工作，这个
案子也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地处理了。“哪怕法
院做工作让李某住在张某家里，或者张某把这个

医疗费付了，事情完全就可以解决好了，甚至开
庭了，咱们把法庭搬到他们家门口，周围的环境
不一样，都可能扭转外甥和舅舅间的矛盾。”

张立勇还批评有些法官不负责任，开庭前
上来就问张三：你愿不愿意调解？然后又转问
李四同样的话。张三李四都说不愿意。一听不
愿意就开庭审理。“这问一下就叫调解吗？”调解
就是庭前要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
作。而不是惊堂木一拍，一判了之，最后当事人
不服，不断申诉、上访，这样是得不到老百姓认可
的，调解就是要让人民认可，而不是敷衍了事。

争议马锡五审判方式

“一起1155元的小纠纷，还是
外甥和舅舅间的事，法院不去调
解，一判了之，导致当事人母亲现
在到处上访。”昨天下午，在全省
法院调解年活动电视电话会议
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对一家法院的调解工作提出批
评。张立勇说，2009 年调解年已
过半，虽然调解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一定要把法庭开到离老百姓
最近的地方，就地审理，做到让当
事人少跑路，少花钱，老百姓高兴
了，法院的工作也就做好了。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章冠博

张立勇说，我们要有社会法庭、社会法官，
这基于我们的国情、省情。现在我们的案件量大，
法官少，大量的案件涌入，都需要解决。应该高质
量办好案件，把案件化解在法庭之外。利用社会
的司法资源，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离退休人员，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村干部，我们把这些人员组合起来，
组成“社会法庭”，或叫“社会法官”。

社会法庭、社会法官不同于法庭，法庭刚
性太强，柔性不足，对邻里、伦理、乡土、人性这

些规范的利用不足，只能依靠法律规范解决复
杂问题。而人民调解员又有局限性，只有社会
法庭具备了法官的刚性和自己独有的柔性。

张立勇说，今年4月份开始，新乡、郑州、许昌等
地法院率先开展了社会法庭试点工作，效果显著。
中原区须水镇，有 30位同志办理了 110多起案
件，老百姓的反映非常好。下一步每个中级法院
至少要选取三个基层法院建立社会法庭试点，力
争8月底前完成。 线索提供 王海青 孙伟伟

以案说“马锡五审判方式”
1155元的纠纷没调解好，当事人母亲去了北京

有人说马锡五审判方式太土了、过时了，
费人费时费力，不如坐堂问案。张立勇说，我
们算账应算大账。可能地方法院搞巡回法庭
多花了50元，但是，要是坐堂问案，好多事情没
弄明白，一判了之，“上诉到中院我们花了 100
元，后到高院我们花了 1000元，这就节约资源
了吗？”同时，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上
诉、上访，吃什么？住什么？很多老百姓到省

高院上访，不舍得花钱，没地方住，晚上就睡在
金水立交桥底下。

张立勇说，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是符合
我国国情，特别是符合省情的，又得民心、顺民
意。目前有部分法官在思想上对马锡五审判
方式还没有完全接受，对调解工作还有不正确
的认识。有这种想法的，主要还是思想根源
上、法制理念上存在问题。

马锡五审判方式太土？过时？
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符合国情、省情

只要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接，和现代审判相统一，马锡五
审判方式发挥空间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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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不可能在中国全面复兴。
不久前，我刚刚到过沿海某中级法院讲
课，那里的法官一年受案上千件，正在试
行 一 项 对 简 单 案 件 实 行 快 速 结 案 的 改
革。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正在以各

种方式，应付潮水般涌来的案件。深圳
某区法院法官说，如果以马锡五审判方
式的要求，他们要到田间地头去，到当事
人当中去谈心、劝解，手边的案件都要超
过审理时限。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嘉军

民法学者梁慧星

“马锡五”不可能在中国全面复兴

马锡五的审判方式没有固定程序，在
生产力低下的熟人社会可以适用；在经济
发达的地区，需要一套正规化的程序，而且
从世界法治发展潮流看，社会愈发展程序
愈精密、复杂。未来的诉讼改革，可以对简
单案件实行更快速简便的方式，有些案件

甚至可以在夜里审在周末审，在这些方面，
马锡五精神中“司法接近社会、接近民众”
的成分都可资借鉴；对农村熟人社会里的
纠纷，可以让人民调解员发挥更大作用，引
入非司法化的解决方式，未必都让法官跑
到田间地头。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

马锡五审判方式没有固定程序

马锡五 民主革命时期历任陕甘宁苏维埃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

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抗日
战争期间，他在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运
用到审判之中，创造了贯彻司法民主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其主要特点
是：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靠群众，依法合理判决案件；经常巡视
各地，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