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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与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最先意识到此问题的学者是休谟。
他在《人性论》中写道：“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
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
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
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
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
加以说明。
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
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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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探讨的犯罪，是刑法学中的犯罪。
它与犯罪学中的犯罪不同：前者直接源于刑法规范，是“规范上的罪”；后者则直接源于社会生活，
是“事实上的罪”。
对刑法规范中的犯罪的属性、定义及其评价过程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是构建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前提。
　　第一节 犯罪是一种关系属性　　正确地界定犯罪到底是一种关系属性还是一种固有属性，对于正
确把握犯罪具有直接决定意义。
　　一、犯罪不是生活行为的固有属性　　固有属性是指事物自身固有的、天然的、不以认识主体意
志为转移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是由事物内部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
它是事物独具的属性，不是从该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固有属性具有绝对性，即不论该事物是否与他事物产生关系，其固有属性不变。
如，质量就是物体的固有属性。
无论就物体自身，还是就其与引力的关系来说，物体都具有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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