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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丹红是个学者，而学者就要先求学后有学。
　　初识丹红君是在2001年的秋天。
我应邀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做学术报告。
报告结束之后，一个年轻人过来对我说，他想报考我的博士生。
坦率地说，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只是觉得他挺勇敢的，因为当时在我的身边还有许多
该校的老师和学生。
后来，我果然在博士生的报考名单上看到了那个略有些女性化的名字。
面试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虽然他和许多考生一样显得有些紧张，但是我感觉他是一个真正想认真研
习证据法的青年。
2002年的初夏，我再次应邀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去演讲，又见到了已经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的丹红。
讲演结束之后，他和另一位同时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刘为军同学送我去机场。
途中，我们游览了背靠龟山面临月湖的古琴台。
　　古琴台又名伯牙台。
根据传说，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琴师俞伯牙曾在此抚琴，突然弦断，猜知有人旁听，便请出，却是一位
樵夫。
此人名叫钟子期，竞能识其音律，知其志在高山流水。
伯牙遂视子期为知己。
次年，伯牙又过龟山，得知子期已然病故。
伯牙悲痛万分，随即破琴绝弦，终身不再抚琴。
后人感其情谊深厚，特筑台纪念，并把诚挚的友谊称为“知音”。
那一天，细雨蒙蒙，我们眼前的湖光山色另有一番景致。
我记得，丹红君当时很诚恳地对我说，“何老师，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六年过去了，我想，他一直在践行自己的诺言。
　　吴丹红是个书生，而书生就要先读书后著书。
　　在三年的博士生学习期间，丹红君读书是很认真的，也是很广博的。
他能够以“证言特免权”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古代书生之大成者，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
对当代书生来说，虽然因为有了高速代步工具而使得“行万里路”容易了许多，但“行路”依然是读
书人的必修课程。
在三年期间，丹红君行路过万里——我们师生的足迹留在了俄罗斯的海参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
牙、比利时的布鲁日、德国的科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其间，既有阅历的积累，也有知识的增长
，还有感情的加深。
然而，这一切都为丹红君日后的著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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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证据的提出在于发现真实，然追求真相并不是证据法的全部目的。
为保护社会特定价值或者基于社会政策之考量，法律也允许证人享有在一定条件下拒绝作证的权利。
厘清作证特免权的内容和边界，不仅于保护证人有重要意义，亦是强化证人义务的前提。
本书首次全面阐述了不自证其罪特免权、亲属特免权、职业特免权和公共利益特免权等重要制度，分
析了其在保护社会重大价值和实现司法正义之间的艰难权衡，澄清了学界对于特免权内容的误读。
针对特免权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性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本书直面中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制度的困境，
提出我国证人特免权制度设立的可能性和障碍，回应了当前证据立法中就此问题存在的争论，拓展了
我国证据制度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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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综合采用了比较研究法
、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实证调查法、价值分析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特免权的存在，因此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国外特免权
制度的运作和基本原理，通过分析特免权制度的起源、发展以及产生的事件、判例和制定法，探究其
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寻找我们失落的价值理念。
在此过程中，比较研究的方法可能是笔者使用最多的方法。
的确，作为特免权发源地的英美国家，在数百年的特免权制度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并
就特免权问题得出了很多值得学习的理论总结。
在英美浩如烟海的判例中，特免权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和备受关注的问题，在历代证据法学家的著述
中，几乎在每一部以“证据法”为题的教材中，都有特免权的影子。
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在比较研究中主要以英美国家的特免权制度为范例，至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
，也有较为完善的特免权立法，但存在立法上照搬照抄、判例难以收集、学者论述不多的情况，所以
只能在论述英美特免权制度的时候作为补充和参照。
比较研究是很难驾驭的研究方法，本书将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材料的堆砌和简单的比较，而试图深入到
制度背后的原因，以自己的评论观点作为比较的总结。
例如，在比较中，笔者发现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免权范围要远远大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特免权范围，有人
认为这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注重对家庭的保护，有的认为这是因为英美法系比较重视证人证言的
获得，在笔者看来，这些解释都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也不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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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
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
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
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
　　——【法】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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