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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魏军相识，是从他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开始的，到现在已有30多年了。
　　1978年我和魏军第一次见面。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他对我说群众出版社拟从30年来我国发表、出版的有关肃反、反
特题材的小说、电影、话剧等作品中选出精品结集出版，并按不同时期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汇编成《
肃反小说选》、《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肃反剧作选》三部选集，作为向国庆30周年的献礼。
魏军说要把我的话剧剧本《糖衣炮弹》作为首篇收到《肃反剧作选》集子里。
当时我听了后，高兴中还有些犹豫，高兴的是我的作品又可以和读者见面了；犹豫的是十年浩劫中对
我的批判仍记忆犹新，一听说他是公安部的还真有些心有余悸呢。
魏军说明了情况，我这才同意他把《糖衣炮弹》收进《肃反剧作选》集子里。
后来他创办、编辑《啄木鸟》时又登门向我约稿。
魏军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于是我给《啄木鸟》第一期写了《微山湖的浊浪——
罗荣桓同志处理湖西“肃托”的故事》，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从此我和魏军交
往甚密。
　　魏军同志不仅是一名对工作认真负责，善于和作家交朋友的好编辑，而且他本人也是一名著作颇
丰的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搞创作而且还研究文学理论，他的《简论法制文学》一文，我读
了觉得很新奇。
文章从文学概念出发，详尽分析了古今中外关乎法律与犯罪的文学作品称谓的不合理性，提出在新时
期我国应该从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犯罪现象出发，把反映这类现象的文学作品命名为“中国
社会主义法制文学”，从而给这类文学作品以科学的界说。
我以为这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坚持先进文化的远见卓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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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制文学作家的独特性在于：创作时，首先把自己想象成作品中的罪犯，摹拟犯罪时的心理反应
和作案手段，才能刻画出惟妙惟肖的罪犯形象：同时还应把自己当作作品中的警察，熟知刑侦技术和
刑侦手段、严密的分析推理和艰辛的追踪抓捕、罪犯最终落入法网的过程，才能真实可信：最后才是
作家，用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高超的文学技巧，创作出优秀的法制文学作品。
　　《中国法制文学导论》作者作为“中国法制文学”概念的创立者和研究者，既具有理论视角的宏
观掌控，又有众多中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创作实践。
因此，《中国法制文学导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逻辑性和创作实践的感悟与提
炼两者并重。
在目前法制文学研究成果十分稀少的状况下，它使《中国法制文学导论》闪耀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原创
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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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军，河北人。
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于北京志愿参军，大学毕业，编审。
法制文学理论创始人。
曾创办并编辑文学期刊《啄木鸟》、创办并主编文学期刊《侦破小说选刊》、《世界奇案佳作》，组
织创办成立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和警官教育出版社。
历任中共中国文联纪委专职副书记，中国电影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法制文
学研究会会长、第一届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
1985年和1993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
 发表理论文章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主观犯罪不容忽视》、《简论法制文学》、《
法制文学探索》、《法律·犯罪·电影》等30多篇。
文艺理论专著《法制文学与创作》一书，1992年获中国通俗文艺优秀作品“理论佳作奖”。
著有《不该公布的案件》、《荣辱悲歌》等长短篇小说百余篇。
出版影视剧本《魏军影视剧本选——军事·公安题材剧作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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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题材作品的表现手法第二节 法制文学的诗歌和戏剧作品第三节 小说在法制文学作品中的地位第
四节 法制文学影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五节 如何开拓法制文学更广泛的创作领域第十章 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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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欣赏对读者、观众的影响第十一章 中国法制文学的评论和批评第一节 法制文学批评与评论的性质
和任务第二节 法制文学批评的标准第三节 法制文学批评与评论和“双百”文艺方针的关系第四节 法
制文学批评家的原则与修养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文学导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反映犯罪和阻止犯罪的中国法制文学　　罪与罚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有犯罪就有制约犯罪的法律，这种现象的发生，催生了反映法律与犯罪的文学。
　　第一节 古今中外法律与犯罪和文学的历史源流　　马克思指出：“罪犯不仅生产犯罪，而且还产
生刑法。
”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在原始社会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人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时由于人们从事着非常低级的劳动，过着群居的、尚需发挥集体能力才能维系生存的生活，仍然难
以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和灾害的侵袭。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没有犯罪，也没有刑罚，妇女主持氏族的一切事务，调整人与人、氏族与氏族
之间的关系，可称得上是相对稳定的和谐社会。
随着生产工具的出现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人们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也逐渐增强，生活资料也有所积累
，开始出现了为生存和享有而产生的纠纷和争端，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便逐渐凸显出来，这预
示着原始社会逐渐走向消亡。
　　犯罪和刑罚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逐步演变的过程。
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积累，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日益
显现出来，于是人们开始用剩余产品进行交换活动，氏族与部落间的接触和交往逐渐增多和频繁，加
之生活资料和财富不断积累，个人占有欲望也开始萌生，这种占有欲得不到满足时，矛盾也就更加凸
显出来。
于是出现了掠夺对方财物的事件，强者战胜弱者，胜者占有他人的人身和财物，供自己任意支配和享
用，弱者成了占有者的私有财产，这便形成了早期的人剥削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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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文学导论》探索法制文学发展规律，揭示法制文学创作奥秘，直击法制文学阅读精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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