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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从而在行使庭审指挥权时能够公正
、

中立
、

公开
、

透明 ;第二
,

法官应对庭审指挥权的设立 目的
、

功

能意义等正确把握
,

从而在庭审中妥善处理控辩双方权利与法院庭审指挥权的关系
,

公正并且有效地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
,

法官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
,

精通并娴熟地运用法律
,

从而保证对

控辩双方的请求或陈述以及证据调查
、

诉讼许可
、

诉讼异议等情况做出准确判断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如果法官自己都不能掌握有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

要正确行使庭审指挥权是难以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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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法律思想通论》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少瑜的新作《兵家法思想通论》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古代兵家具有丰富的法律思想
,

对先秦法治理论和古代军法制度都有深刻的
、

决定性的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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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但由于多种原因
,

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
。

作者自 1 98 7 年以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

研究
,

形成了最终的研究成果
。

该书充分运用了传世的兵书材料
,

结合其他文物和文献
,

对兵家

学派从历史学
、

军事学和法学的多重角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

该书不仅探讨了兵家主要代表人

物及其经典著述中的法律思想
,

揭示了先秦兵家」子后世兵家的共性及源流演变关系
,

还从分析了

兵家法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
,

以及兵家法思想与军事技战术
、

军事活动特性

的关系等问题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

如兵家法思想对法家法思想具有源头性的影

响
,

兵家法思想构成了军事法学的基本原理等
。

该书对军礼与军法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

节制的法

律意义以及连坐制度的合理性等观点
,

与中国法律史上的传统观点相 比
,

都是截然不同的或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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