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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每个刑事案件都是悲剧，只是主角和剧情不同而已。
对这样的悲剧，仅仅谴责是不够的，仇恨也于事无补，看清个中原委更为重要。
当人们向刑事法制呼唤“正义”的时候，不仅要惩恶，更要迁恶向善，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

　　当下社会被“风险社会”、“多元化”、“碎片化”等概念所定义和描述。
人与人交往中的摩擦、碰撞似乎越来越多，彼此间的隔膜、对立乃至排斥也似乎在增长。
这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生活。
基于善意的对话、交流、沟通，是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重要途径。

　　交响乐的魅力体现于在专业的指挥棒下，将不同乐器的差异性完美融合在一起。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和而不同”。
在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良性的法治就是这个“指挥棒”。
今天，这个“指挥棒”舞地还不甚高明，然而，我们该对它有信心、有依赖，因为只有它才能真正实
现人们之间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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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聚众淫乱罪的正当化根据——突破社会共同体公共伦理道德底线的刑法规制关于法律
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法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统一
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模式，历史上很多法学名家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如霍布斯的相互包容说、康德
的外在和内在说、耶林的最低限度道德说、富勒的道德性说、庞德的动态关系说、凯尔森的不相关说
、哈特的部分同一说、川岛武宜的共同根源说，等等。
①总结起来，就是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还是泾渭分明毫不相关。
这也正是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之间的对立焦点之一。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具有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并认为道德是判断实在法
善恶的标准，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界限分明，二者没有必然联
系，因此主张“恶法亦法”。
这一问题在目前我国的法学界也同样存在巨大的争议，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谁也没有真正说服对
方。
例如，曾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四川泸州遗赠案，就引起了法学家之间激烈的争论。
②还有这次的马某聚众淫乱案，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这一由来已久的争
议在民法学和刑法学领域的反映。
因此，重新梳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正确认识道德对法律的意义和作用，对我们来说，无疑具有极为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这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换言之，法律和道德都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对于道德，我国法理学上的主流观点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经济关系最终决定、按照善
恶标准来评价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
③而法律是国家颁布的行为规范，包含了立法者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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