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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法评论》第16卷的主编絮语中谈到聂树斌案，至今未有结果。
不过，内部消息传来似乎不是错案。
被害人已死，被告人亦已死，死无对证，当然案是不好翻的。
但是，被害人死而复生的佘祥林案确已平反。
此后，又惊曝出一些死刑错案。
恰好我在昨天(8月30日)收到陕西省耿民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一份名为“要案交流”的材料，题目是：陕
西“余祥林”该不该被释放?这里的陕西“余祥林”是指陕西省大荔县农民高进发，他因被“疑”是两
起奸杀幼女案的凶手，两次被判处“死缓”，关押了1200多天，经渭南市和陕西省两级法院五次审理
后，终于在2005年7月9日被宣告无罪释放了。
但9天后，公诉机关又提出了抗诉。
材料反映，高进发不同于佘祥林的是：没有出现真凶现身或死者复活这样的偶然机遇，因而无罪判决
遭遇重重困难。
的确，冤案平反不是那么容易的，因而我感谢的是死缓救了这些疑似错案当事人的命，否则将有更多
的冤案。
说到冤杀，令我想起近日刚看到的一部美国电影，英文名为“The  Green  Mile”，汉语译为“绿里奇
迹”。
电影的主人公保罗·艾治科姆(汤姆·汉克斯饰)现在生活在一个老年之家。
大约60年前，他在寒山感化院工作，担任死囚看守长。
他的职责之一便是看守几个等待死刑执行的杀人犯。
那是在1935年，美国南部惨淡肃杀的冷山监狱。
这里有片一英里长的绿地，人们叫它“绿里”。
不过，它的居民皆为死囚，在绿地的另一头，便是行刑用的电椅。
保罗·艾治科姆是这里的狱长，对于走过“绿里”继而在电椅上惨叫毙命的死囚行刑程序，他俨然无
动于衷。
除了保罗及其爱妻简外，“绿里”还有凶残的副典狱长豪威尔，有施虐倾向的狱吏佩西，良心未泯的
看守海尔和他身患绝症的妻子美琳达，喜用宠物鼠逗狱吏和诸难友取乐的德拉克，连环杀人狂威廉，
负疚深重的犯人彼特等一干形形色色的人们。
他们之间充满了敌意和不屑。
但神秘的约翰·考夫利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考夫利因谋杀两名幼女被判死刑，他相貌恐怖，体形硕大，却出奇得平和、敏感而缄默，天真时甚至
像个孩子，同时，他似乎还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力量，令人不由自主地对其产生信任感，这不禁
让艾治科姆对其罪行是否属实深怀疑问。
其实，这两名幼女是关押在同一死监的威廉所杀。
考夫利也已经以其特异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却无法证明。
真情无法取代程序，考夫利终要走过“绿里”。
在这个貌似粗鲁的男人即将赴死的刹那，“绿里”的人们以不同以往的形式实现了各自生命的重要跨
越。
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考夫利虽被冤为死囚，心地善良其善无以复加；佩西虽身为狱卒，心
灵丑恶其恶难以磬书。
不过，惟一让我不太满意的是电影的奇幻性，容易使观者以真为假。
可以说，本片是我看过的描写死刑的最为难忘的电影。
它告诉我们：死刑冤案是存在的，其错判难纠令人扼腕。
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类似佘祥林的案件，“绿里奇迹”揭示的哲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刑事法评论》第17卷是2005年的第二卷，也是内容丰富多彩的一卷。
    在“理论前沿”栏目中，康伟的“犯罪表象形成机制”是值得推荐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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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是康伟的博士论文，此文采用后现代的视野观察犯罪现象，并对犯罪表象的形成机制作了饶有趣
味的叙述。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犯罪表象这个概念，康伟在论文中将其定义为“存在于人头脑中的和犯罪有关的反
映”，这种反映指的是人的一种感知。
因此，它与犯罪现象与犯罪事实都是不同的。
尽管犯罪事实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犯罪表象则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
对刑事司法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康伟的论文把犯罪表象这一现象明白地陈述出来，使其由潜而显，我想是具有理论意义的。
当然，犯罪表象本身不易把握，因此该文是较为晦涩的，非平心静气多读几遍而不能读懂。
对此，读者应有思想准备。
由于该文篇幅过大，拟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本卷发表的是该文的上半部分。
付立庆的“论主观违法要素的地位与范围——以日本刑法理论为依托的展开”一文，对主观违法要素
的地位与范围问题进行了充分展开的论述。
尤其是付立庆利用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修学习的机会，搜集了大量的日文资料，并在论文中加以铺陈，
从而提升了论文的学术水平。
林维的“刑法解释程序和形式的权力解析”一文，以权力分析的方法，对刑法的解释程序和形式问题
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讨。
刑法解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林维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是颇为担心的。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推陈出新。
从目前这篇论文来看，林维采用新的方法，并从新的视角对刑法解释进行研究，尤其是拓展了刑法解
释的研究领域，从动态的关系上把握刑法解释权的运作。
由于这篇论文，我的担心成为多余。
康伟、付立庆和林维都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这三篇论文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
康伟的博士论文已经在今年答辩通过，《刑事法评论》将分两卷发表其博士论文全文。
付立庆和林维则尚未参加博士论文的答辩，因而本卷发表的这两篇论文是其博士论文的节选，他们的
博士论文全文将会更精彩。
我曾经有过学位论文应四平八稳，以通过为目的的“谬论”。
但我的这三位博士生似乎都以一种前沿，甚至前卫的学术姿态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
当康伟的博士论文初稿交给我的时候，还真担心其通过问题。
当时我就预计，对康伟的博士论文会有“好得很”与“差得很”两种极端评价。
我让康伟在论文修改过程中，作了一些通俗化的努力。
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并受到张明楷教授、曲新久教授的好评．这使我十分高兴。
康伟、付立庆和林维，尤其是康伟和付立庆都还是初入学术之门，博士论文是他们对刑法学术殿堂的
敲门砖。
我相信，这块敲门砖足够沉重，是可以敲开学术殿堂之门的。
他们的学术初啼是响亮的，足以使我感到后生可畏，并感叹廉颇老矣。
现在不避偏爱之嫌，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出来，以证明我之判断不谬。
    在“犯罪构成研究”栏目中，王志远的“从平面化到立体化：犯罪成立理论的必然走向”一文，提
出借鉴大陆法系的体系性思路重构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主张，并对此作了论证。
文中包含了较大的学术信息量，也有作者个人的思考，对于建构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王充的“论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以威尔兹尔的犯罪论体系为对象”一文，对威尔兹尔的目的行
为论犯罪论体系进行了专门探讨。
威尔兹尔强调主观目的对于客观行为的支配性，以此出发建构犯罪论体系，其对构成要件、违法性与
责任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而推进了犯罪论体系的发展。
我国目前正在重新建构犯罪论体系，因而对威尔兹尔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的梳理与评介是十分必要
的。
吴学斌的“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中的理念价值”一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构成要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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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一切。
考夫利因谋杀两名幼女被判死刑，他相貌恐怖，体形硕大，却出奇得平和、敏感而缄默，天真时甚至
像个孩子，同时，他似乎还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力量，令人不由自主地对其产生信任感，这不禁
让艾治科姆对其罪行是否属实深怀疑问。
其实，这两名幼女是关押在同一死监的威廉所杀。
考夫利也已经以其特异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却无法证明。
真情无法取代程序，考夫利终要走过“绿里”。
在这个貌似粗鲁的男人即将赴死的刹那，“绿里”的人们以不同以往的形式实现了各自生命的重要跨
越。
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考夫利虽被冤为死囚，心地善良其善无以复加；佩西虽身为狱卒，心
灵丑恶其恶难以磬书。
不过．惟一让我不太满意的是电影的奇幻性，容易使观者以真为假。
可以说，本片是我看过的描写死刑的最为难忘的电影。
它告诉我们：死刑冤案是存在的，其错判难纠令人扼腕。
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类似余祥林的案件，“绿里奇迹”揭示的哲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刑事法评论》第17卷是2005年的第二卷，也是内容丰富多彩的一卷。
    在“理论前沿”栏目中，康伟的“犯罪表象形成机制”是值得推荐的一篇论文。
该文是康伟的博士论文，此文采用后现代的视野观察犯罪现象，并对犯罪表象的形成机制作了饶有趣
味的叙述。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犯罪表象这个概念，康伟在论文中将其定义为“存在于人头脑中的和犯罪有关的反
映”，这种反映指的是人的一种感知。
因此，它与犯罪现象与犯罪事实都是不同的。
尽管犯罪事实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犯罪表象则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
对刑事司法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康伟的论文把犯罪表象这一现象明白地陈述出来，使其由潜而显，我想是具有理论意义的。
当然，犯罪表象本身不易把握，因此该文是较为晦涩的，非平心静气多读几遍而不能读懂。
对此，读者应有思想准备。
由于该文篇幅过大，拟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本卷发表的是该文的上半部分。
付立庆的“论主观违法要素的地位与范围——以日本刑法理论为依托的展开”一文，对主观违法要素
的地位与范围问题进行了充分展开的论述。
尤其是付立庆利用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修学习的机会，搜集了大量的日文资料，并在论文中加以铺陈，
从而提升了论文的学术水平。
林维的“刑法解释程序和形式的权力解析”一文，以权力分析的方法，对刑法的解释程序和形式问题
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讨。
刑法解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林维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是颇为担心的。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推陈出新。
从目前这篇论文来看，林维采用新的方法，并从新的视角对刑法解释进行研究，尤其是拓展了刑法解
释的研究领域，从动态的关系上把握刑法解释权的运作。
由于这篇论文，我的担心成为多余。
康伟、付立庆和林维都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这三篇论文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
康伟的博士论文已经在今年答辩通过，《刑事法评论》将分两卷发表其博士论文全文。
付立庆和林维则尚未参加博士论文的答辩，因而本卷发表的这两篇论文是其博士论文的节选，他们的
博士论文全文将会更精彩。
我曾经有过学位论文应四平八稳，以通过为目的的“谬论”。
但我的这三位博士生似乎都以一种前沿，甚至前卫的学术姿态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
当康伟的博士论文初稿交给我的时候，还真担心其通过问题。
当时我就预计，对康伟的博士论文会有“好得很”与“差得很”两种极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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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康伟在论文修改过程中，作了一些通俗化的努力。
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并受到张明楷教授、曲新久教授的好评，这使我十分高兴。
康伟、付立庆和林维，尤其是康伟和付立庆都还是初入学术之门，博士论文是他们对刑法学术殿堂的
敲门砖。
我相信，这块敲门砖足够沉重，是可以敲开学术殿堂之门的。
他们的学术初啼是响亮的，足以使我感到后生可畏，并感叹廉颇老矣。
现在不避偏爱之嫌，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出来，以证明我之判断不谬。
    在“犯罪构成研究”栏目中，王志远的“从平面化到立体化：犯罪成立理论的必然走向”一文，提
出借鉴大陆法系的体系性思路重构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主张，并对此作了论证。
文中包含了较大的学术信息量，也有作者个人的思考，对于建构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王充的“论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以威尔兹尔的犯罪论体系为对象”一文，对威尔兹尔的目的行
为论犯罪论体系进行了专门探讨。
威尔兹尔强调主观目的对于客观行为的支配性，以此出发建构犯罪论体系，其对构成要件、违法性与
责任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而推进了犯罪论体系的发展。
我国目前正在重新建构犯罪论体系，因而对威尔兹尔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的梳理与评介是十分必要
的。
吴学斌的“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中的理念价值”一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构成要件符合
性判断中应该树立：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在构成要件的意义下形成案件事实以及类型思维的法律理念
。
”应当指出，该文所称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和我们通常所称的“犯罪认定”还是有区别的。
吴学斌在论文中提出了“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的命题，力图在法律文本的理解中溶入价值理念的内容
。
当然，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如何又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栏目的3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研究，我认为是具有学术价值的。
我本人主编出版了《犯罪论体系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在我看来，犯罪论体系是当
下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刑事法评论》再而三地开设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栏目，表明我们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关注。
    在“司法模式研究”栏目中，马明亮的“协商性司法：一种新型的司法模式”一文，提出了协商性
司法的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在实践中自发生成的新型司法模式，体现了一种新程序主义理念，背后暗
含了一种新的程序理论。
鲁兰的“修复性司法理念与模式——中、日修复性司法实践模式比较”一文，则对修复性司法，过去
也称为恢复性司法进行了探讨。
《刑事法评论》第12卷曾经发表过张庆方博士的“恢复性司法——一种全新的刑事法治模式”一文，
将鲁文与张文对照着阅读，可以使我们对修复性司法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鲁兰的论文对我国与日本的修复性司法的实践情况进行介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上述两篇对协商性司法与修复性司法探讨的论文，分别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上对大体上类似的司法动向
作了研究，从而也可以感悟出未来司法模式演进的方向。
因此，这两篇论文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互相对照可以使你获得更大的阅读快感。
    在“域外视野”栏目中，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先生的“国家刑罚权的根据”一文，是其在北
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所作讲演的录音整理稿，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军教授翻译。
西原春夫先生的《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一书是较早引入我国的
对刑法进行形而上的考察的著作，在1991年我差不多完成的《刑法哲学》一书的“结束语”中提到了
这本书，由此提出了“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的概念”。
现在，再读西原春夫先生的这篇讲演稿，颇有感触。
讲演稿加入了西原春夫先生最新的思考与临场的发挥，值得一读。
美国学者罗纳德·L．阿克斯著、雷丽清译的“威慑理论”一文，对西方流行的威慑理论进行了梳理
，尤其是对古典威慑理论与现代威慑理论的区分与评述，对我们正确认识刑法的威慑功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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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法史研究”栏目中，王瑞锋的“论清代刑事司法中的‘引断’”一文，对清代刑事司法中的
“引断”现象作了详尽的介绍，加深了我们对清代刑事司法的微观理解。
尤其是该文还与我国现行的刑法及刑法理论作了比较，更具有可读性。
陈新宇的“我国刑法史上的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以沈家本对比附态度之转折为中心”一文，
对我国刑法史上的“比附援引”现象作了研究，尤其是引入罪刑法定主义这一现代刑法原则作为参照
系，析论精当，结论有据。
上述两篇论文和作者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制史专业今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两文均选自其博士
论文。
以往法制史的研究往往满足于以意识形态话语为主线的宏大叙事，大而无当，对部门法的研究没有任
何参考价值。
在北大法学院李贵连教授的指导下，王瑞锋、陈新宇的上述两文注重法制史的“细节”(这使我想起一
个书名“细节决定成败”)，并在细节问题上深入钻研，从而使法制史的研究触须伸入到部门法史的领
域，对部门法学的研究作出其学术贡献，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以后《刑事法评论》还将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拓展刑事法的研究领域。
    在“犯罪学研究”栏目中，谢勇、王燕飞的“犯罪学视野中的社会结构范式解析”一文，试图采用
社会结构范式解析的研究方法对犯罪现象进行研究，这基本上承续了谢勇教授一贯的犯罪社会学的研
究路径，其解析过程与解析结论都是具有新意的。
靳高风的“犯罪学的界定：从实然到应然”一文，以实然与应然为分析框架，对犯罪学的界定作了相
当细致的析论。
以上两篇论文都涉及犯罪学研究方法问题，这种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于犯罪学的学科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
    “专题研究”栏目仍然是《刑事法评论》最大的栏目，论文涉及刑事法各学科，具有“大杂烩”的
性质。
但每篇论文均是对相关专题的深度研究，是该论题的前沿性学术成果。
本卷的“专题研究”发表了8篇论文，涉及刑法(包括国际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学和西方刑法哲学
等领域。
孙立红的“论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一文，正如题目所表明的那样，对过失共同犯罪是持肯定观点的
，并进行了论证。
刘树德的“侵犯财产罪对象及保护法益的比较思考——财产权入宪视角的重新审视”一文，延续了刘
树德对刑法进行宪政思考的思路，将这种宪政思考引入个罪研究。
熊永明的“伪造文书罪的行为界说”一文，对目前现实生活中常见多发的伪造文书犯罪进行了研究，
尤其是以外国刑法为参照，对伪造文书罪进行了比较刑法的研究。
宋健强的“国际刑事法治：人类和平与正义的真正希望”一文，提出了国际刑事法治的概念，这在国
际刑法的研究中是一种新的见解。
袁登明的“现代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对策”一文，是对行刑问题的刑事政策研究，这在以往研究中
是较为少见的，但这种研究的意义是重大的。
宋行的“现代监狱品格论”一文，对监狱品格，实际上也就是监狱功能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监狱
的公共行政权力的命题。
以上论文的作者都是某一学术领域“术业有专攻”的人士，因而其论文的专门性、专业性和专长性都
是显而易见的。
但本卷最后一篇论文的作者方博，相对于上述作者来说可谓晚生后学。
方博是北大法学院2005年毕业的本科生，今年初他到课堂找我，让我指导他的本科学位论文，当时我
答应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拿来论文初稿，阅后感到作者具有较深的哲学功底，作为一名本科生将论文写成这
种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再次见到方博时问他毕业后的去向，他说已经被保送上了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令我十分意外，自然也有几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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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稍作调整后很快定稿，本卷发表的这篇“康德刑法哲学探析”就是论文的修改稿，也许是方博的
第一篇，甚至可能是最后一篇法学论文。
至少，我还期待方博能够回到法学中来。
《刑事法评论》第16卷发表的张莉鑫的本科学位论文和本卷发表的方博的本科学位论文，都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北大法学院本科教育的水平，这是令人欣慰的。
     内容的多样与作者的多元，这是《刑事法评论》所追求的。
《刑事法评论》就像一个学术园地，既要让参天大树舒展身姿，也要让小草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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