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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刑事和解理论与制度的一本力作。
作者没有直接照搬国外的恢复性司法潮流作为理论依据，而是吸收和借鉴了政治哲学、心理学、经济
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了中西方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异，挖掘基于我国文化传统、民族
习惯的可行性和正当性，通过较为丰富的资料回溯了刑事和解的历史轨迹，总结出刑事和解兴衰变迁
背后的规律，揭示了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有益的历史资源。
本书还通过32个发生在我国和国外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具体分析了刑事和解的特点、要素、模式以
及实践中的制约因素，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深入而务实地探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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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琳，女，江苏人，诉讼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曾在《中国法学》、《人民检察》、《当代法学》、《中国诉讼法判解》、《南方周末》、《检察日
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参与各类课题研究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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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刑事和解之基本理念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
的程度一一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一一就是正义的目标。
——E.博登海默第一节 什么是刑事和解一、“和”与“解”“和”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一个“和”字几乎可以道尽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所在。
对于“和”的最初意义，笔者查阅到了“饮食”与“乐器”两种不同的版本。
根据《中华书法大字典》中的解释，“和”字的源起是上古时期的一种能吹奏的乐器，它发出的声音
能够协调世间的一切声音，纯美无比。
这种说法也可以从《国语·周语下》中的“乐从和”，《马融·长笛赋》中的“心乐五声之和”得到
佐证。
而在《左传》中，“和”则被晏子同时比作了高超的食品烹饪术和乐曲演奏方法，“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声亦
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
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
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
”无论是饮食还是音乐，“和”所体现的都是一种融会、圆满的最佳状态。
不知是有关“和”的奇妙理解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还是中国人天性中就有着对“和”的不懈追求，放
眼望去，“和”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已经成为一种融在骨子里的习惯和观念。
从“家和万事兴”的治家格言，到“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再到“和为贵”的处世哲学，这是老百姓
信奉的“和”。
在封建皇家文化中，“和”的理念也受到格外重视。
故宫里的三大主殿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取《易经·乾卦》：“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在北京故宫军机处的值班房里，还有乾隆皇帝专门为大臣们题写的“一团和气”。
慈禧太后用来颐养天年的是“颐和园”，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最大的游船为“太和号”，颐和园内最大
的戏园为“德和园”⋯⋯可以说，一个“和”字承载着中国百姓和帝王对家与国的理想期待。
概括来说，“和”主要有以下含义：（1）和谐；协调。
例如，《说文》中说：和，相应也。
《广雅》中说：和，谐也。
（2）和睦；融洽。
例如，《论语。
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
（3）暖和；和煦；晴和。
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春和景明”，刘斧《青锁高议》中的“海上风和日暖”。
（4）适中；恰到好处。
例如，《中庸》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5）媾和、讲和。
例如，《国策。
赵》：“故不若亟割此求和”。
其他还有身体康泰、舒适和畅、混合随同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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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和解研究》为“法大诉讼法学博士文库”中的一本。
《刑事和解研究》通过较为丰富的资料回溯了刑事和解的历史轨迹，总结出刑事和解兴衰变迁背后的
规律，揭示了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有益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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