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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调解的生产过程》

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
社会实践。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
科，始终是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
的基础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
法更新和理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
践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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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调解的生产过程:以司法调解与司法场域的关系为视角》内容简介：近年来，随着对司法体制改
革的法治化、西方化思路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秩序和司法的社会效暴的关注，在我国出现了重申司法调
解的政治动向以及实践转向，并引发了调解研究的热潮。面对今天纷繁复杂的调解实践和对调解的大
量研究，《司法调解的生产过程:以司法调解与司法场域的关系为视角》试图从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司
法调解的外部功能这一视点转而关注司法调解的生产过程。《司法调解的生产过程:以司法调解与司法
场域的关系为视角》的研究思路是既要解析司法场域中司法调解的诸种要素之间的复杂扭结关系以及
司法场域与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从而用关系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司法调解纳入司法场域、
进而是整个社会场域这一系统之中，以此来确定司法调解通过整个系统所获得的位置、意义和功能；
另一方面又要解析司法调解的主观结构，也就是司法调解中的行动者如何“选择”自己的实践样式，
以及这种选择是如何型构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之间建立关联，而避
免使一个行动分裂为外在的决定因素和内在的直接体验，从而避免使得对司法调解的分析陷入主客观
二元对立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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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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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的理论意图  第二节  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    一、法官的视角与社会学的视角——理论逻辑与实践
逻辑的差异    二、布迪厄对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矛盾的解决方案  第三节  本书的理论旨趣的生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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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上述国家主义的治理观和法律中心的秩序观以一种启蒙运动的方式通过媒体宣传和普法运
动传播给社会公众，并且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意识：“今天，媒体在报道各类纠纷和
诉讼案件时经常采用的带有时代特征的用语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权利观念与维权意识，以及一度
将诉讼增长与法律意识提高直接等同所导致的随之而来的对法律和诉讼的推崇一度成为一种社会意识
形态，左右着人们的选择”。①　　当人们选择诉讼，就意味着人们认可了该社会游戏所提供的利益
，也就是愿意对这个社会游戏投资。诉讼和审判这个游戏承诺的利益是根据法律的正义和非人格化的
判断和权威提供对纠纷的解决方案，它要求的投资则是当事人对时间、结果、因果关系的不可控制以
及对日常话语的放弃，从而将整个的诉求交付客观性的法律以及以中立和客观的姿态解释和运作法律
的法官，并因此赋予该游戏及其结果以正当性，而不论结果如何。　　然而，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
最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法律的权力也正是植根于它所来源的社会。而在中国，法律的这样一种合法性
来源几乎不存在，因为中国的法律，尤其是1978年以后舶来的法律，并非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产生，
因而与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世界分裂，言说效力减弱。也就是说，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法律作为
符号权力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命名功能以及创造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司法体制改革
中的法律不是中国历史产生的，而是外来的一种权力，在中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社会结构以及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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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用新范式框架把简单的东西写得晦涩，大量引用李猛译本原话怀疑她自己是否彻底懂了，看得
出想写好但心有余力不足多给一颗星星吧
2、为晦涩而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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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去年由于写论文 在书店看到了这本书 基本从前到尾都看了 自己觉得写得还是很不错 至少就自己目
前的阅读范围 还是很满意 书中较偏重于理论 对那些不太喜欢 泛泛而谈的 报道稿式论述的读者来说 这
本书应该是有深度的一本了。自己4.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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