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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与李锡海教授相识，是从认识他主编的学术期刊开始的。
李先生长期担任《山东公安丛刊》的主编，该刊一贯突出刑事法学，富有个性，特色鲜明，学术精品
不断，一向有较高的转载率，因而深受学术界喜爱。
细读这份学术期刊，深感刊如主编其人，从总体策划到栏目设置，从学术导向到新生力量培养，都刻
意追求创新，可以说，创新理念鲜明是该刊的一个重要特色。
    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过李先生所著的《侦察思维学》。
该书首开我国侦查思维研究之先河，把思维科学的一般研究成果运用于犯罪侦查，揭示侦查思维活动
的规律和特点，对侦查主体实现思维方式科学化、现代化，进而提高侦查思维效率和侦破水平无疑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该书拓宽了犯罪侦查研究的领域，从选题到体系构建，再到基本理论阐释，都充满了创新精神，且明
显具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征，因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先生的学术专著同他主编的学术期刊一样，把理论创新作为根本的价值理念，这是他在学术研究上
不断取得新成绩的重要原因。
    李先生一直重视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不仅他主编的刊物很重视，而且他自己也很重视，并且在这方
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关注文化与犯罪研究由来已久。
记得90年代初，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做《文化、文化环境与青少年犯罪》，因观点新颖，被学术界
认为是犯罪本源研究上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之一，并将其概括为“文化本性说。
”这种概括是否准确暂且不论，论文因观点新颖而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是事实。
这部《文化与犯罪研究》实际上是上述论文理论观点的全面展开、丰富、补充和发展。
    关注文化与犯罪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很正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因为，文化不仅影响犯罪的产生，文化还可以定义(或否定)犯罪：对于“母亲携其两名子女集体投水
自杀”的行为是不是犯罪，不同国家就有截然相反的判断。
文化与犯罪的关系具有根本性，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终极”性的关系。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就引起了犯罪学家们的关注，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西方犯罪学家的“文化冲突论”和所谓的“亚文化论”等都是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学说。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
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有专门一章讲“犯罪者的文化”，并
在论文中提出“为了了解犯罪，必须了解犯罪发生的文化”和“犯罪问题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的
著名论断，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外国人和我国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不算很少。
但是，文化与犯罪关系的问题是个永恒的研究课题。
文化是具体的，是一定时空内的具体的东西。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文化，文化与犯罪关系是个永远有现实意义
的学术课题，值得犯罪学家们去不断进行创新性的研究。
再者，如果说文化与犯罪的关系具有根本性，那么，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与犯罪的关系的学术研究
水平，也应当是这个国家整体犯罪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相信，随着我国犯罪学研究的不断繁荣和发展，对文化与犯罪关系的研究将会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
但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重视不够，因而成果不多，尤其对文化与犯罪作全面
系统、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很少，这对我国犯罪学界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李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是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尝试的一部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一定程度地弥补了
这个遗憾，因此它的问世值得庆贺。
    本书把文化与犯罪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从文化与犯罪的本体研究，到文化与犯罪的一般研究，再到文化与犯罪的分类研究，对文化与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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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了分层性的探讨，既深入探讨了文化与犯罪的基础理论，又深入揭示了各种文化存在形式对
犯罪的影响，还着重阐发了各种亚文化形式对具体犯罪类型的作用，多侧面地揭示了文化与犯罪的关
系，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征，构建了该课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是其创新性的一种表现。
    本书实际上是以文化学与犯罪学的交叉为切入点来研究犯罪问题的，因而具有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的特征。
这要求作者必须熟悉和了解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
从本书的内容看，无论是其对文化与犯罪的本体研究，还是一般研究和分类研究，都充分地体现了这
一点。
尤其在文化环境与犯罪、文化传播与犯罪、文化消费与犯罪、文化冲突与犯罪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文
化学理论知识不仅具体，而且具有前沿性。
由于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实施犯罪行为有其复杂的心理动因，所以，从事这项研究除了涉及
到文化学外，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
在分类研究中，由于要弄清各种亚文化形式与一些具体犯罪类型的关系，还涉及到更多具体学科的知
识。
比如，研究市场文化与经济犯罪，涉及到经济学；研究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涉及到历史学；研究
权力文化与腐败犯罪，涉及到政治学等。
从众多学科的视角，对犯罪进行交叉研究，角度新颖，知识新鲜，这是其创新性的又一种表现。
    本课题研究的难点，在于把握一些宏观文化现象与犯罪联系的切入点及其影响犯罪产生的机制。
李先生对这些难点问题不回避，直面问题，努力攻关，因而得出很多与众不同的理论见解。
这再一次表现了作者的创新性。
比如，在研究文化环境影响犯罪的机理时，本书认为，文化环境对人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在于，它能
为人的动物性和文化性的彼此消长创造特定的外部条件，良好的文化环境能促进文化性的强化和动物
性的弱化，为文化性克服动物性创造有利的条件。
恶劣的文化环境则能导致文化性的弱化和动物性的强化，为动物性摆脱文化性制造必要的条件。
犯罪行为是人的动物性恶性膨胀，文化性遭到排斥的结果，所以，恶劣的文化环境是犯罪发生的催化
剂。
再如，在研究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机制时，本书认为，文化冲突之所以能引发犯罪，不但在于它能导
致行为规范上的冲突，而且在于能促进犯罪心理形成，并弱化犯罪控制，其中包括法律控制和道德控
制。
文化冲突之所以能弱化法律控制，在于它能造成价值选择的迷茫，之所以能弱化道德控制，在于它能
造成人格崇拜的迷茫。
这些观点都是很新鲜的。
可以说，本书同李先生以往的学术论著一样，把理论创新作为其最重要的追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科学研究的生命之所在。
在学术界浮躁之风日盛的今天，大力倡导和鼓励创新精神应是当务之急。
衷心希望犯罪学界能有更多的创新佳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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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学术著作4部，参编学术著作多部，发表科研论文220多篇。
其中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或部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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