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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将使读者产生一种感觉：笔者是见“毛”就“吹”，见”疵”就“求”，而整本书不
过是在别人“吹毛求疵”的基础上加上笔者自己的“吹毛求疵”的一个“集大成”。
正文的内容将使本书的一个写作“特点”很明了，那就是大到刑法基本原则，小到罪状用语乃至条文
位置，凡见问题皆不放过。
因此，本书也完全可以说成是一本“刑法杂谈”。
但要交代的是，在整个准备和写作过程十，笔者是有意识地将自己所发现的或得自于别人所发现的每
一个问题尽可能地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
原则相联系，并尽可能地将这些联系运用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如果读者觉得笔者确买是“吹”出了
一些“毛”或“求”出了一些“疵”，即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缺陷或问题，并在论述这些缺陷或问题时
确实注意了这些联系而有些许“筋骨”，则笔者便感到一丝欣慰了。
最后要说的是，固然“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但其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而法律的完善是立法者与法学
者的共同任务。
尽管法律的解释“水远是创造的过程”，但此创造也水远代替不了立法完善本身。
本书不妨看成是推动现行刑法完善的“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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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荣春，1968年5月生，江苏东海人，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法学博士。
在《中国刑事法杂志》和《法学》等刊物上已发表论文近三十篇，已出版专著《罪刑关系论》和《刑
法诸问题的新界说》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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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刑法完善的原因与意义：　　一、刑法完善的原因　　简单地说，
刑法的完善起因于刑法的不完善。
正如笔者在前言中所列举的对于1997年颁行的所谓新刑法的种种看法，先是赞声一片，后是乃至同时
是吹毛求疵蜂拥而至。
用“里程碑”来比喻新刑法较之所谓1979年旧刑法的进步几乎不为过，而用“千疮百孔”来形容新刑
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也未必是危言耸听，因为从总则到分则，刑法毕竟要解决大小不一的众多问题，
毕竟就社会制度而言，哪怕是被公认为最完善的某项社会制度，其优点总是寥寥可数而缺点总是数也
数不尽。
大到刑法基本原则，小到罪状用语，从绝对数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刑法确实存在着太多问题。
如果用“千疮百孔”或“遍体鳞伤”来对新刑法下结论多少有点夸张或过分，则此夸张或过分至少比
无视或缩小新刑法所存在的问题有着积极意义，因为后者是自我陶醉或麻痹他人而不利于刑法的完善
与进步，反而使得刑法离时代要求越落越远。
这如同已经身患疾病的人对健康检查或医生告诫不屑一顾，于是病患乘机扩张地盘。
但是，刑法的不完善只是刑法完善的“契机”。
而问题的关键是，正如笔者在前言中所指出，法律解释的功能具有局限性，而当其局限性意味着刑法
的不完善已经不能指望法律解释予以最终完善时，则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求助于刑法的完善，无论这种
求助是自觉主动，还是万般无奈，对刑法如此，对其他部门法如此，对宪法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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