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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崔敏教授对从生经历与治学经验的回顾与总结。
本书第一辑为“人生轨迹”，先将作者的身世和坎坷经历作概略交代。
其后的各辑，大致依写作的时间顺序，把后半生进行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的各项成果分作20个专题。
最后一辑为“经验与体会”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治学历程和基本思路。
　　崔敏教授积极参与理论探讨与学术争鸣，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无论研究哪一个问题，他都能够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指陈利弊，展开充分论证。
他写论文的特点是深入浅出、情理并重、文笔犀利、颇为生动，读后耐人回味。
他所提出的大部分意见逐渐为大家所接受，许多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
本书可供有志求学者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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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敏，1938年生，原籍山西省太原市。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警监、享受政府津贴专家。
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
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1979年以来，陆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主持“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毒品
犯罪的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和“毒品犯罪证据研究”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出版10部专著，主编20余部法学教材，主编、参编各种书籍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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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辑　人生轨迹　一、我的身世　二、学生时代　三、跨入社会　四、“文化大革命”蒙难　
五、十年熬煎　六、重返校园第二辑　哲学与政治学研究　一、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名　二、
评“客观主义”和“镜子论”　三、关于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问题　四、实事求是地阐释毛泽东思想
　五、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　　六、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第三辑　宪法学研究　一、关于国体下政体　
二、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三、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四、正确阐释言论自由　五、论述宪法
的最高法律效力　六、新宪法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　七、增强法制观念　维护宪法尊严　八、解析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第四辑　中国法制史研究　一、钻研中国法制史　二、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　三、
撰写与出版《中国古代刑与法》第五辑　理论法学研究　一、进入法学殿堂　二、对法的定义的商榷
　三、阐述法律的客观性　四、阐述法律的社会性　五、阐述法律的继承性　六、质疑“法律消亡论
”　七、理论法学争鸣的回顾与总结第六辑　刑事证据学研究　一、刑事证据三性论　二、刑事证据
分类研究　三、对运用证据分类研究　四、评维辛斯基的诉讼证据理论　五、论唐律规定的证据原则
　六、主持国家课题“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　七、主编教材《刑事证据学》第七辑　死刑问题研
究第八辑　免予起诉的废除第九辑　收容审查的取消第十辑　“9·2决定”的废止第十一辑　黑社会
犯罪研究第十二辑　毒品犯罪研究第十三辑　呼唤法制文明第十四辑　域外法制的考察与研究第十五
辑　沉默权问题研究第十六辑　司改革建言第十七辑　公安执法研究第十八辑　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
第十九辑　随想与茶话第二十辑　对几起典型案例的评析第二十一辑　毒品犯罪证据研究第二十二辑
　经验与体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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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儿时的生活，我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印象较深的是：在我4岁时，父亲得了一场很厉害的伤寒病，回到家里躺着养病。
有一天，突然冲进来一伙日本兵，都端着上了刺J1的枪，直奔父亲卧病的房间而来。
当时我站在门口，竟临危不惧，用稚嫩的声音大声喊：“家里有病人哩，家里有病人哩。
”鬼子兵听到家里有病人，担心染上传染病，马上掉头走了。
这件事，后来母亲经常说起，夸我小时候很机灵，因此记忆深刻。
　　（二）上太行山　　1945年9月，父亲在党组织的接应下，毅然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上了太行山。
当时，设在左权县的太行第二中学，是解放区的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太行二中当
了语文教员。
第二年（1946）夏天，组织上又派人找到我的母亲，把母亲和我（刚满8岁）都接上了山。
开始，我随母亲在太行干部家属学校学习，不久母亲被安排到太行区保育院参加了工作，我则被送到
左权县蒿沟村上小学，一年后转到太行区育才学校。
　　当时的敌我斗争极其残酷。
听母亲说：父亲的一位朋友——榆太祁路西县县长吕惠民同志在战斗中被俘，敌人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挂在榆次县城门上示众，这大约就是古代的“枭首”刑。
面对凶残的敌人，我方抓住敌特分子自然也毫不留情。
记得在太行干部家属学校时，随母亲参加当地斗争特务、恶霸的群众大会，就亲眼看到愤怒的群众把
几个敌特分子活活打死——先是把斗争对象押上一个用木板搭起的台子，台下民众纷纷控诉他们的罪
行，群情激愤。
　　突然，有人将被斗者一把推下台去，众人上前拳打脚踢，再用石头与棍棒乱打一气，然后一个民
兵上来，用大刀将已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的头砍下。
另一人可能是罪恶更大，被绑在一棵树上，众人拿着镰刀、菜刀、剪刀排着长队前去，每人挖掉他的
一块肉，直至体无完肤才毙命。
这大约就是古代所谓的“凌迟”刑，俗称“千刀万剐”。
我在8岁时看到这般惨景，吓得浑身哆嗦，几天吃不下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的父母于解放后随单位搬回太原，父亲先在山西省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后来曾在山西省委宣传
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调到太原市第五中学任副校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猛烈冲击，糖尿病加重，中风后偏瘫卧床8年。
　　1979年随我迁居北京，于1981年3月病逝。
父亲去世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的遗产，只留下一件我在大学毕业前给他买的一件呢子大衣。
他可真是应验了那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这件呢子大衣，我接着穿了几年，我的　　二儿子又穿了几年，最后在张家口地震后捐给了灾民。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求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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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