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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科书是随着法学教育的扩张而不断发展的，它既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成果.又满足了法学教育
的需要，因此，出版教科书可谓一举两得。
随着法学教育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层次提升，法学教科书也随之而升级，各出版社不断推出各
种法学研究生教科书。
研究生教科书，这也许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现象，至少在法学教科书领域。
外国法学教科书发达，但也并无本科教科书与研究生教科书之分。
不要说在法学教育作为本科后教育的英美法系国家，即使是在把法学教育作为本科教育的大陆法系国
家，也罕见法学研究生教科书。
在这种情况下，法学的研究生教科书与本科教科书到底存在何种差别，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
问题。
本书是作为法学研究生教科书出版的，在此序中，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己之见。
　　我曾在2003年受邀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该书并未特别标明是本科生教科书，但
我们还是按照本科教学的特点进行写作的。
在该书的序中，我就曾经论及刑法教科书的理论深度问题，对于我国目前刑法教科书的内容过于浅显
颇有微词。
该书是参照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对刑法基本知识进行陈述的一部刑法教科书，在体系与内容两个方
面都不同于时下通行的刑法教科书。
因此，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刑法学界关注，并且被纳入国家&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教材编写计划。
可以说，本书就是在该书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在刑法知识上两书具有某种衔接性。
作为法学研究生教科书的《刑法学关键问题》与作为法学本科教科书的《刑法学》，我以为主要存在
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体系性与专题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表现为一种体系性知识，法学教科书也不例外。
刑法教科书的体系性是刑法学的理论体系与刑法的规范体系的某种折衷。
刑法的本科教科书主要是对刑法知识的一种体系性叙述，它给初学刑法的本科同学以一种刑法知识的
全貌&mdash;&mdash;这种刑法知识的整体性印象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每一部分内容掌握并不见得深入
，但在具备对刑法知识的整体性印象以后，就为将来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我看来本科的刑法教学主要是为学生勾画刑法知识的全景图。
研究生则与此不同，它是在本科教学的基础上对刑法的进一步深造，因此研究生的刑法教科书如果还
是提供体系性的刑法知识，就会给人以面面俱到、深浅皆非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的刑法教科书采取专题形式进行叙述，我以为是最为合适的。
这里所谓专题，当然也还是有大有小，但作为一个专题，至少应当是刑法的本科教科书的二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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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刑法学总论中的12个重要范畴和刑法学各论中的21个常见、疑难罪名进行讨论，主要涉及罪
刑法定原则、犯罪论体系、违法性认识、共犯、量刑基准以及故意杀人、抢劫、侵占、贪污、受贿等
公认的刑法学重要课题。
　　作者的基本思路是：在这些刑法学研究生必须娴熟掌握的专题中，展示刑法的争议问题、疑难问
题，揭示与现时代的社会特征相对应的犯罪新态势，构建刑法学知识体系，阐述作者关于准确认定、
惩罚犯罪、周全地保护法益的刑法基本立场，培养学生养成独立的刑法学思考方法、解决具体刑法难
题的实际能力，掌握运用刑法思维、洞察犯罪复杂性的各种技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学关键问题>>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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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法学派论争　　近代以来的刑法学，存在着旧派（刑事古典学派）、新派（刑事实证
学派）的对立。
它们在犯罪论、刑罚论以及罪刑各论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现代中国刑法学理论中，由于我国继受的苏联刑法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
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所以，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事实上不可能存在。
刑法学旧派、新派的观点也被我们简单地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刑法理论的标签了事。
但是，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刑法学上的学派对立，对于刑法学理论的纵深发展具有不
可估量的意义。
压制、回避学派论争，会堵塞言路，更有可能使中国刑法学在相当长时期内，仅仅在低水平阶段重复
、徘徊；中国刑法学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之间的沟通、对话和比较更是不可能进行。
所以，中国刑法学如果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理解学派之争的内容、正视学派之争的现实、挖掘
学派之争对于中国刑法学的意义，从而提倡、鼓励学派之争。
　　第一节　刑法学旧派　　在刑法学旧派出现以前，欧洲中世纪封建刑法主张刑罚是对过去的恶行
的当然报应。
这一时期的刑法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特征：（1）恣意性。
犯罪及其惩罚都由司法官员任意决定，罪刑关系的明确性、稳定性丧失，公民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
没有办法预测。
（2）干涉性。
刑法过分干涉个人生活领域，对本应由道德调整的事项，刑法有时出面进行处理，法与伦理不分，公
民的自由受到过度限制。
（3）身份性。
刑法根据个人身份进行适用，身份低贱者受刑法追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身份高贵者，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不可能实现。
（4）残酷性。
刑罚执行方法多元化，刑罚人道主义观念受到排斥，死刑及其他重刑大量使用。
针对封建刑法的上述特征，刑法学旧派展示了自己主张：针对罪刑擅断，提出罪刑法定主义；针对干
涉性，提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针对刑法的身份性，提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针对刑罚残酷性，提出
刑罚人道性，以限制死刑的适用。
　　刑法学旧派的哲学依据是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其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后期之间的欧洲，发挥
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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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学关键问题》作为研究生的刑法教科书，在内容的安排上追求刑法知识的专题性、前沿性
与辩驳性。
在此还需特别说明，《刑法学关键问题》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一书之间具有接续性，
甚至可以说是前书的续写。
考虑到在该书中刑法总论叙述较深，刑法各论浅尝辄止未能深入。
因此，《刑法学关键问题》除对刑法总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以外，主要对刑法各论中
的某些重点罪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弥补该书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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