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想到就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想到就说>>

13位ISBN编号：9787811091076

10位ISBN编号：7811091070

出版时间：2005-6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仁文

页数：4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想到就说>>

内容概要

这本集子阴差阳错，一拖已经几年。
现在，它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
    人生事皆是“围城”(我不知道“围城”二字是否为钱钟书先生所发明，倘若是，则此两字就足以让
钟书先生不朽了)。
几年前，为出版自己的这本集子，曾联系过好几家出版社，其中虽也有表示出兴趣者，但终究不了了
之，现在却同时有几家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
原来是写好的稿没处发，现在是约稿的人太多，无法一一满足。
过去，在法学所的小院子里，要是寂寞中有人呼响我的BP机，说是想就某个问题采访我，或者是别的
朋友介绍来的此等差事，都是一律欢迎的，现在却有点顾不过来，连手机号码都不肯随便示人，有时
甚至为自己的脾气不好而懊悔。
    我不想隐藏自己，不是因为自己足够真诚，仅仅是不想让自己太累。
在这本集子里，读者可以读到我过去的彷徨，也可以看出我成长的足迹，是如何一步步从幼稚的文字
和思想走向成熟的。
从1986年来京，集体户口从西城迁到海淀，又从海淀迁到东城，直到后来有了爱、有了家，落户石景
山。
庆幸命运之余，也不能忘怀那一次次的挣扎，一个热血青年，在转型期的社会大染缸里，他不甘心沉
沦，始终怀揣一份对理想的追求。
朋友们称他为“阿甘”。
    重读这些文章，作为作者本人，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首先，从思路看，过去的一些文章往往喜欢
在一些对策建议上用宏大的口号这样的老套路，后来慢慢归于制度建设，再后来更将制度建设落实为
具体的、符合人性的东西。
看得出来，自己的认识在深化。
应当说，这与自己这些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阅历不无关系。
特别是我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后，《制度经济学》等书对我的思维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不敢保证我现在就一定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只不过想说，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有限”的，都受
他特定的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影响。
    其次，从发表文章的报刊和内容看，涉及面是比较广的。
全国有数十家报纸杂志刊登了我题材多样的文章，其中《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10篇以
上，《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则更多，其他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也不少。
这反映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敏感。
随着自己专业研究的入门和展开，近年来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全面开花了，想起那些孤灯夜战的日
子，还有那些未了的题材和心愿，内心充满了回忆和惋惜。
    再次，这些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不少报纸，如《文摘报》、《作家文摘》等都转载过其中的文章，有的文章，如《警察要不要作证》
、《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等，还同时被多家报刊转载；还有的文章，如《治安通报与公众知
情权》等，曾被国外刊物全文刊登。
有的读者来信，或称“好文”、“说出了时代的声音”，或就自己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请教，或提出
商榷意见，或进一步反映实际中的情况。
这使我意识到这类文章的价值，也激励着我继续力所能及地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
    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在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评中曾说：“它们是零碎的、短小的，但却是丰富的
、深刻的。
”收录在本集子中的文章，虽然还远谈不上“丰富”和“深刻”，但这些“零碎的”和“短小的”的
东西确实有助于我将那些带有自己思想原创性、又不可能篇篇形成学术论文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平
台表达出来，同时也有助于我将那些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学理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予以阐明，使其拥
有更广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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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信这种付出，对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值得的。
正因此，虽然现在学术著译的工作比较忙，但我仍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目前，我还承担着两个报社的专栏写作任务：一是《检察日报》的“法治纵横谈”，一是《新京报》
的“具体权利”，每个月分别要供稿一至二篇，前者侧重法制领域，后者侧重社会领域。
不管工作有多忙，我都决心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必有所成。
我初步计划，下一部随笔集准备就叫《具体权利》，再下一部叫《一路走来》，至于这以后还写不写
，到时再说。
    本文集的整理工作琐碎而繁重，有的文章最初是手写稿，并且几次搬家，难以找到下落；10余年来
，电脑也换了好几台，过去的文章又不像现在能上网找到；有的文章当初被剪下贴到自己的剪报集里
，却没有标明发表于何时，如今只能凭大概印象加以说明。
尽管花费不少时间去搜罗，但终究有几篇记忆中的文章没有找着。
尤为遗憾的是，文集初稿竞在不知不觉中达到60余万字，最后只好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忍痛割爱，拿掉
近20万字。
理解之余，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些文字奉献给读者。
    本书收入的文章绝大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这些报刊及其相关的责任编辑，
尤其是：《法制日报》的杨悦新，《检察日报》的李国民、孙丽，《中国国情国力》的王二羽，《学
习时报》的兰文飞等。
    江平、高铭暄、郑成思等学界前辈多次对我的这些“豆腐块”文章给予关注和肯定，我感谢他们的
鼓励。
特别是江先生，还在百忙之中热情为我作序，嘉许之词溢于言表，令我不安和感动。
    在书稿的整理过程中，夫人刘艳、表妹魏妍、学生许士友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致谢忱。
    能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这部集子，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19年前，我这只丑小鸭就是在那里起步的。
感谢母校的出版社，让我圆了这个梦。
    最后，请允许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对我的栽培，衷心祝愿他们能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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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仁文，湖南隆回人。
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产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曾任美国耶鱼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校访问学者。
著、译有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及各类随笔若干。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犯罪学会理事，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科华律师事务
所律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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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第一编  法理浅探  建立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制度  证据三题  论人身伤亡的精神损
害赔偿  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什么  收容遣送的问题及其改进  提倡“立体刑法学”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也谈宪法之道  违宪审查的主要模式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法律体系构建  死刑存废最新动态  人权：判处
死刑的死刑  生活在一个没有死刑的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需要全面修订  司法
改革的展望与建议、  “严打”：只割韭菜没挖根  防治犯罪：如何体现法治理性  比较的风险  法意与
亲情  防止法律“撞车”的六条途径  解决法律“撞车”的三个层次  明确性：现代立法应追求的重要目
标  执法如何面对法律模糊  警察要不要作证  未决犯会见亲属权探析  “留有余地”与“疑罪从  “无过
错合理怀疑权”与“实际恶意”原则  司法公正与人文关怀  死刑核准权“回归”的四大好处  取保候审
：应从例外走向普遍  温情执法彰显法治文明  普法的形式与效果  法治建设中的“自律”与“他律”  
“律师伪证罪”存在三个缺陷  “信赖原则”：现代社会之不可或缺  一字之改意义重大——从江总书
记亲手改“法制”为“法治”谈起  法人犯罪立法初探  浅谈法人犯罪的法律文书制作  刑法的明确性及
其实现途径  对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如何定性  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浅
谈犯罪的环境预防  法的理念与操作  弱智罪犯不能判死刑：美国最新司法判决及其启示  问责制：新的
政治文明生长点  政府恶意与“选择性起诉”  建立减刑、假释的长效监督机制  赦免：一项有重要刑事
政策意义的制度  改革死刑执行方式，推进刑罚人道化  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  “公捕大会”的做法应
当废止  在实践中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对建立治安联防队的几点建议  “私人侦探”亟须法律规
范  伪证与诚实第二编  时事评论  统一司法考试：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  司法考试制度的改进与坚
守  柯瑞克为何丢掉国安部部长的乌纱  威慑力并不排斥人道主义  用制度建设取代“暗箱操作”  三管
齐下，治理公款吃喝  “身份不明”不能成为长期羁押的理由  看守所和拘留所：法治不应遗忘的地方  
从“黑哨”案判决看法院变更罪名的是与非  完善人大制度的可喜信号  刑法修订：三个更加有利于  警
惕“高价收药”、“高价收购礼品”中的腐败现象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法律武器——《联合
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述评  “当场击毙”必须掂量五个问题  对待新权利的态度  《行政许可
法》：政治文明建设的又一起跑线  “收容”变“救助”后出现的问题及改进  劳改、劳教人员的劳动
报酬问题  到底谁该进“学习班”  怪哉，律师买手铐  对人大代表未经许可不得受逮捕或刑事审判的一
点质疑  “扰乱社会秩序”岂能成为一个筐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法    见危不救法律该不该管  
治理的艺术与底线  限制乞讨、卖艺有违良法善治原则  用司法能动来弥补立法不足  出租房管理不能太
烦琐  “线人”需要法律规范  不再强制囚犯剃光头是监狱人性化的新举措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需对
发回重审制重新检视  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  再谈精神病人的管理  《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试行)》亟待完善  克服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能继续蔓延  警惕黑社会势力的
发展和蔓延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反腐斗争  做好司法解释工作  迎接新刑法实施  制止农民负担反弹  法治
的要义在于管住“一把手”  保持法院的中立地位  关注司法外人员对司法的影响  修改《国家赔偿法》
的时机已经成熟  刑事司法信息应顺畅抵达涉案各方  精神损害应当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呼唤高质量的执
法  以个体生命为切  在美国听庭审  法律职业的使命与视野  多管齐下，打击手机短信犯罪  自行车被盗 
并非不治之症  转型社会的刑法节制  如何强化证人出庭  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坚决铲
除“小金库”  保安业的发展应予以规范  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刻不容缓  计划生育有法可依了  火无情，
法也要无情  见义勇为呼唤立法第三编  访谈与被访  爱德华教授访谈录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先生访
谈录  为谋华夏法治篇——就依法治国访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先生  与巴丹戴尔先生谈死刑  刑法该如何面
对民事伪证行为——答《检察日报》记者  推进刑罚人道化，废除死刑不是梦——答《北京法制报》
记者  恢复性司法：采自异国的刑事司法新动向——答《人民检察》记者第四编  散文与杂感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回忆李步云教授对我学术成长的帮助  最好的管家——美国雷克沃德警察局印象  他乡
遇故知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痛悼李慎之、谢怀拭二先生  一个印第安老人的情怀  海外环保一束  
神秘的圣诞蛋糕  新加坡“焦点”话中国  在美国农村感受香港回归    回归两年看香港  牛津的晚餐  唐
宁街10号访问记  我的美国农民朋友  三谒马克思墓  耶鲁法学图书馆印象  耶鲁法学院迎新小记  想退钱
，没那么容易  从标语看社会文明的进步  培养公民意识要从自身做起  加强水土保持的几点建议  耕地
：何日不再令人忧  水意识亟待强化  规范建筑市场  法学与文学  为推进“依法治国”而努力  谨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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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声而聋于官”第五编  书评与序跋  制度建设是具体的——兼评贺卫方教授新作《具体法治》  刑法学
的本体追问——简评陈兴良教授新作《本体刑法学》    《过失危险犯研究》后记  《严格责任论》后记
 《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前言  《刑事政策初步》序言  《死刑的全球考察》译后记第六编  
演讲  严格限制死刑的几个前提条件——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限制人身自由法律措施的完善——在耶鲁
大学的演讲  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第七编  国情报告  中国百姓蓝皮书——
法制篇  中国社会蓝皮书——治安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想到就说>>

章节摘录

书摘死刑存废最新动态    牛津大学的罗吉尔·胡德院士是联合国秘书长死刑问题报告的起草人，在我
访学牛津期间，有幸多次与其交谈，并承蒙他赠我有关世界各国死刑存废的最新资料。
我觉得有责任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并愿意与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截至2003年1月1日，世界上已有76个国家(包括地区，下同)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5
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1个国家在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
过去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并且确信其不执行死刑的政策将继续下去或者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不
再使用死刑)，三者加在一起是112个国家，这其中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
大利和俄罗斯等。
相应地，保留死刑的国家只剩下83个。
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超过了保留死刑的国家!    在保留死刑的国家里，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
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对死刑持严格限制的态度，表现之一是在立法上大幅度减少适用死刑的条款，
将其限制在谋杀、叛逆和战时犯罪等少数几种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上，而不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等
一般的普通犯罪适用死刑；表现之二是在司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有的国家一年仅判决或执行几
例或一例死刑，有的国家甚至数年才执行一例死刑。
如日本，从1979年到1984年，平均每年仅执行1例死刑；从1985年到1988年四年间仅执行9例死刑；2002
年，执行的死刑也只有2例。
又如韩国，继1990年修订特别刑法取消15个条款的死刑、1995年修订刑法又取消5个条款的死刑之后
，1998年，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公开告诉大赦国际他本人反对死刑，因此韩国近几年一例死刑也没有执
行。
2002年，在83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只有67个国家宣判了死刑，这就是说，有16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在
该年度连一例死刑都没有宣判(但因其还没有达到10年期限的标准，所以没有将其纳入废除死刑的名
单)。
死刑执行已经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少数一些国家身上。
以2002年为例，虽然有67个国家判处了至少3248名罪犯的死刑，但只有31个国家执行了至少1526名罪犯
的死刑。
    现在，在世界级的大国中，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印度还保留有死刑。
日本如前所述，每年最多也就执行一至两例死刑，且都限于严重谋杀罪。
印度的死刑适用也受到严格限制，并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82年到1985年的四年间，总共只执行
了35人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12例；而从1996年到2000年，5年间适用死刑总共才49例，平均每年不
到10例。
考虑到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这个数字应当是比较低的。
美国的情形稍微复杂一些，现在有12个州完全废除死刑，38个州保留死刑。
在保留死刑的州中，有的州一直将死刑备而不用，长期没有执行死刑，而且绝大多数州都规定只有严
重谋杀罪(通常是一级谋杀罪)才可以判处死刑。
在美国，要判处一个罪犯的死刑，其司法程序几近繁琐，为了减少冤假错案和确保死囚的各项权利，
国家不惜投入巨额的司法成本，据悉，一个检察官要最终胜诉一件死刑案，其花费将高达50万至180万
美元。
鉴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盟、大赦国际等对美国这个“人权帝国”保留死刑这一重大污点的持续而
激烈的批评，美国近年进一步加强了对死刑适用的限制。
例如，2002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禁止对弱智犯适用死刑；同一年，伊利诺伊州州长鉴于有证
据表明死刑存在错判，下令暂停所有该州的死刑执行；马里兰州州长也在该年宣布，由于死刑判决中
可能存在的种族和地理歧视，因此在此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前，暂停该州所有死刑的执行。
    由上可见，世界性的废除和限制死刑运动正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
正如罗吉尔·胡德院士在他最新修订的《死刑的全球考察》一书中所指出的：“从1965年到1988年，
大约平均每年有1个国家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但从1989年到2001年，却有平均每年3个国家走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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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道路。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废除死刑时一步到位，而不像过去那样先废除普通犯罪的死刑，最后再废除
所有犯罪的死刑。
另外，废除死刑的运动也正得到跨区域的发展：在1965年废除死刑的25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西欧和
中南美洲之外的国家，但到2001年，废除死刑的国家却不仅扩大到了东欧，还扩大到了非洲和太平洋
岛。
例如，已有11个非洲国家彻底废除了死刑，另外11个非洲国家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有11个太平洋岛的
国家彻底废除了死刑，4个国家事实上废除了死刑。
虽然在亚洲废除死刑的运动相对缓慢，但也有两个国家彻底废除了死刑，另外6个国家事实上废除了
死刑(以10年内没有执行死刑为标准)。
最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性的废除死刑运动在新千年里看不到减缓的迹象。
”    为什么废除死刑的运动会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国家对死
刑政策的选择?对此，当然可以作多角度的分析，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
展，是人权将死刑推向了被审判的命运，是人权判处了死刑的死刑。
篇幅所限，详情容待下回分解。
                                                                                  (原载《检察日报》2003年8月11日)   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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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刘仁文以一篇篇短小的文字，对社会上的一些有着重要意义的法学学理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
予以阐明，读来丰富、深刻。
全书分为七编：法理浅探、时事评论、访谈与被访、散文与杂感、书评与序跋、演讲和国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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