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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科技革命使得信息不断爆炸，使人们的大脑已经远远不能接收地球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传来的信息，
即使借助于电脑，在了解更多信息的同时，我们也只能保存有限的一点资料。
因此，人们变得容易遗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后期先后发生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辛普森案和发生在中国云南昆明的杜培武案，
曾经强烈刺激过人们的大脑。
但现在肯定大多数人会问：“辛普森是谁?杜培武又是谁?”    然而，我们又是处于一个变迁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的联系从来没有这样紧密过。
这种紧密的联系，必然要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甚至语言、生活方式、道
德标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
因此，改革或者说变迁本国各种体制中不适应全球化的东西，才能与时俱进，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都一脉相承地主张借鉴外国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发展本国的
经济和文化；吸收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现代法制，作为一套外来的制度，正是清末的沈家本和后来的沈家本们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的结果。
而现代法治，也正是以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人类先贤的理想设计和奋斗结果，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
。
因此，在不同国家的法治实践中，一定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也一定有相互借鉴的东西存在。
无论是在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中，还是在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海
洋法系的普通法中，都有我们应当“拿来”的东西。
事实上，两大法系的日渐融合和趋同，已是大势所趋；“拿来为我所用”的东西，在我国的法律制度
和法律实践中已经比比皆是。
公诉制、控辩制、听证制、两审终审制；宪法、民法、公司法、企业法、担保法、证券法、银行法、
铁路法、交通法、国际贸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哪一样是中国本土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官员很不愿意听到有人夸奖外国的法治。
    在人类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不应该忘记的，甚至是应该深思的。
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就是其一。
    也许是天缘巧合，发生在大洋两端的这两个案件，竟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被告人都是案件中其
中一个死者的丈夫；被害人都是两个人，并且都是情人；案件都被警方认定为情杀案；案件的审理实
行的都是抗辩制；两个案件的被告人委托的都是名律师；案件的审结生效都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案件
的证据都有值得“合理怀疑”之处。
不同的是：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是橄榄球明星，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是警察；一个案件的被害人都是一
般公民，另一个案件的被害人都是警察；一个案件的被害人在家中死于刀下，另一个案件的被害人在
车上死于枪下：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受到了文明对待，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屈打成招；一个案件的律
师的辩护意见得到法庭重视，另一个案件的律师的辩护意见被置之不理。
这就决定了两个被告人命运的巨大不同：一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宣告无罪，而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不仅
被宣告有罪，而且被判处死刑，差点与阎王相会。
当然，不同之处还有：一个案件的真凶也许永远不会落网了，而另一个案件，真凶不仅已经落网，而
且已被代表正义的行刑官送进另一个世界。
    为什么相似的案件，审判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呢?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正是这样的深思，促使我们写下了自己的思考。
    在本书中，我们尽可能客观地对两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目的在于使读者在事实
基础上自己去思去想，以便推敲我们的观点有没有不当之处。
由于中美两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刑事诉讼制度以及深藏在这些制度后面的价值观念、诉讼理念均有不
同之处，因此，我们对这些属于法律文化方面的内容作了必要的介绍。
我们认为，比较不同国家刑事案件的审理机制和结果，实际上是在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和法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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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如果把认识仅仅停留在事实的比较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事实比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事实比较的目的在于上升到一定高度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出解决
问题的方案，至少应当为解决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
在本书中，我们就是这样去做的。
当然，我们深知，我们不是专攻刑事诉讼理论的专家，没有能力作出更深层次的思考，更没有能力为
中国未来的诉讼制度设计方案，而且，更主要的是，本书不是写给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大众看的。
我们力求写的轻松一些，让读者看起来也轻松一些。
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也有限，我们只能在别人搓麻将、打扑克的那些时间里直
接在电脑上写作，因此，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希望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以后修改——如果有可能的话。
                                                      作者于首都北京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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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达人，生于1946年农历五月十五日。
196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文系本科藏语专业（本人是汉族）。
曾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现被称为香格里拉）工作了14年。
1980年开始担任兼职律师，1992年到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现任云南刘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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