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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承续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 

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 

演化而来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 

研究，这始终是我的一种信念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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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作品集”是我继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兴良刑法学”以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集。 

如果说，“陈兴良刑法学”是我个人刑法专著的集大成；那 

么，“陈兴良作品集”就是我个人专著以外的其他作品的汇 

集。收入“陈兴良作品集”作品有以下十部：

1. 自选集：《走向哲学的刑法学》

2. 自选集：《走向规范的刑法学》

3. 自选集：《走向教义的刑法学》

4. 随笔集：《刑法的启蒙》

5. 讲演集：《刑法的格物》

6. 讲演集：《刑法的致知》

7. 序跋集：《法外说法》

8. 序跋集：《书外说书》

9. 序跋集：《道外说道》

10. 备忘录：《立此存照——高尚挪用资金案侧记》

以上“陈兴良作品集”，可以分为五类十种：

第一，自选集。自198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我 

陆续在各种刊物发表了数百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我研究成果 

的基本载体，具有不同于专著的特征。1999年和2008年我 

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这次经过充实和调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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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集编为三卷：第一卷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第二卷 

是《走向规范的刑法学》，第三卷是《走向教义的刑法学》 

这三卷自选集的书名正好标示了我在刑法学研究过程中所走 

过的三个阶段，因而具有纪念意义。

第二，随笔集°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刑法的 

启蒙》一书，这是一部叙述西方刑法学演变历史的随笔集 

该书以刑法人物为单元，以这些刑法人物的刑法思想为线 

索，勾画出近代刑法思想和学术学派的发展历史，对于宏观 

地把握整个刑法理论的形成和演变具有参考价值该书采用 

了随笔的手法，不似高头讲章那么难懂，而是娓娓道来亲近 

读者，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第三，讲演集。讲演活动是授课活动的补充，也是学术 

活动的一部分在授课之余，我亦在其他院校和司法机关举 

办了各种讲演活动,这些讲演内容虽然具有即逝性，但文字 

整理稿却可以长久的保存，2008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讲 

演集《刑法的格致》.这次增补了内容，将讲演集编为两卷： 

第一卷是《刑法的格物》，第二卷是《刑法的致知》其中， 

第一卷《刑法的格物》的内容集中在刑法理念和制度，侧重 

于刑法的实践；第二卷《刑法的致知》的内容则聚焦在刑法 

学术和学说，侧重于刑法的理论

第四，序跋集.序跋是写作的副产品，当然，为他人著 

述所写的序跋则无疑是一种意外的收获.2004年我住法律出 

版社出版「两卷序跋集，即《法外说法》和《I弓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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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两卷已经容纳不下所有序跋的文字，因而这次将序 

跋集编为三卷：第一卷是《法外说法》，主要是本人著作的 

序跋集；第二卷是《书外说书》，主要是主编著作的序跋集； 

第三卷是《道外说道》，主要是他人著作的序跋集“序跋集 

累积下来，居然达到了一百多万字，成为我个人作品中颇具 

特色的内容匚

第五，备忘录。2014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立 

此存照一高尚挪用资金案侧记》一书，这是一部以个案为 

内容的记叙性的作品，具有备忘录的性质。该书出版以后， 

高尚挪用资金案进入再审，又有了进展,这次收入“陈兴良 

作品集”增补了有关内容，使该书以一种更为完整的面貌存 

世，以备不忘.可以说，该书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对此我 

敝帚自珍。

“陈兴良作品集”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副总 

编的大力支持，收入作品集的大多数著作都是蒋浩先生在法 

律出版社任职期间策划出版的，现在又以作品集的形式出 

版，对蒋浩先生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同时，我还要对 

北京大学出版社各位编辑的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一

是为序"

陈兴良

2017年12月20日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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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启蒙》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是较为特殊的一种。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部具有作者独立思想的著作，而是对 

历史上十位著名刑法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刑法思想所做的介 

绍。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本书归入学术随笔的范畴是较为准 

确的：而且，本书介绍的这十位刑法学家或者哲学家，其论 

著在我写作本书的1997年尚未全部翻译介绍到我国，由于语 

言上的障碍，本书只能是肓人摸象一般，根据作者的理解与 

想象进行发挥，未必就是这些刑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刑法思想 

的本来面貌。本书的写作，距离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对国外 

刑法学家著作的翻译介绍情况大有改善，读者可以直接接近 

这些刑法思想大师，甚至可以直接阅读原著。在这种情况 

下，《刑法的启蒙》一书的出版价值每况愈下，这也是我对 

本书进行增订重写怀有一种抵触心理的主要原因不过，北 

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蒋浩一直希望本书重新出版。因为在二 

十年前，本书就是蒋浩约稿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 

浩是本书出版的见证人而且我亦有耳闻，本书对于初学刑 

法者具有一定的启蒙之功效。有些同学正是读了本书才产生 

对刑法的兴趣，进入刑法的学术殿堂。因此，本次将《刑法 

的启蒙》一书以学术随笔的名义收入陈兴良作品集，也算是 

对这部书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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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启蒙》一书是以西方近代刑法思想的赠变为线 

索的，这也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刑法观的思想渊 

源“如果我们不能对西方刑法思想史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 

较为全面的掌握，则难以对当下的刑法具有科学的认识德 

国学者在论及近代犯罪论的发展阶段时指出：“通过对史论 

的简要回顾，我们可将近代犯罪论划分为三个重要的犯罪阶 

段：古典的犯罪概念、新古典的犯罪概念和目的论的犯罪概 

念。每一种体系都得从其精神史根源和前一阶段人们通过学 

术体系的重建而加以改造克服的计划的联系中去解释，因为 

没有哪一种理论试图完全取代另一种理论，时至今日所有三 

种犯罪概念的体系思想仍并列存在。如果我们将现阶段主流 

学术观点排列放在其解释论史的联系中，那么，才有可能清 

楚地了解之。”①德国学者的以上评论虽然是对犯罪论体系的 

演变历史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刑法思想的演变历史。其 

中，涉及正确对待学术史的两个问题：第一，前后联系。根 

据德国学者的观点，任何思想学术或者理论观点都是前后联 

系的，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只有采取联系的观点，揭示这 

些刑法思想流派之间的传承、流变和转折关系，才能真正洞 

察这些刑法思想的真谛。第二，同时并列 根据德国学者的 

观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理论体系并不是一种互相取代

①（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 

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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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而是同时并列的，各种刑法思想都与社会思潮之间 

具有密切关联，任何一种刑法思想都不可能永远占据主导地 

位匚就如同潮起潮落，刑法思想也是历史大河中的潮流，会 

有起落，这是十分正常的。但不能简单地说，一种思想或者 

学说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在西方刑法思想史中，报应学派和 

功利学派、目的学派等都各自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和社会土 

壤:尽管在某个时期或者某个学派可能会占据主流，但其他 

学派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取代,这些刑法思想和理论观点 

同时并存，谁也消灭不了谁。这就是思想和理论需要包容的 

根本原因，思想不能垄断，理论不能独占，而是应当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只有这样，思想和理论才会在互相的碰撞中 

向前推进。

《刑法的启蒙》所介绍的十位学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其中，贝卡里亚、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和 

李斯特是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学家或者犯罪学家，而孟德斯 

鸠、边沁、康德和黑格尔则是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前者的主 

要学术贡献就在于刑法思想，而后者的主要学术贡献则在于 

哲学或者政治思想对于后者来说，刑法思想只不过是他们 

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的极小一部分，当然，这些刑法思想对于 

近代刑法理论的发展同样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我 

们今天仍然不能绕开他们而谈论刑法理论应该说，以上两 

种不同类型的刑法思想是存在差别的，理解这种差别对于领 

会这些学者的刑法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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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而言，他们主要是研究人类的精神 

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对社会的全面把握，并且提出了对社 

会、国家、政府、政治和法律的体系化的思想。正是从这种 

社会观和世界观出发，论及对刑法的看法，具有居高临下的 

思想高度。因此，对于这些哲学家的刑法思想，必须从其哲 

学基本观点中去了解例如，对康德的道义报应思想的理 

解，必须联系其绝对命令的观念。在康德看来，刑法是绝对 

的命令，也就是说，是--种与所有目的思想无关的正义的要 

求。正是由此出发，康德才推演出同态复仇的刑罚观念 而 

对黑格尔的法律报应思想的理解，则必须结合其辩证法的方 

法论,黑格尔把公共秩序界定为公众的普遍意志，而犯罪行 

为是个人的特殊意志。犯罪行为以个人的特殊意志否定了公 

众的普通意志，而刑罚则是对特殊意志的否定，因而是对普 

通意志的否定之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主张对犯 

罪实行法律报应，以此恢复公共秩序 至于边沁，则是以功 

利主义的哲学流派而著称，以预防为核心的刑法观就是功利 

主义哲学在刑法中的实际运用.因此，对这些打学家或者思 

想家的刑法思想的深刻把握，必须将我们的视野超出刑法的 

范围.进入哲学或者思想史的领域

就刑法学家或者犯罪学家而言，他们的主要精力投放在 

对犯罪和刑罚的研究之中，并且都是各种刑法学派甚至学科 

的开创音。例如龙勃罗梭开创了刑事人类学派，小利开创了 

刑事社会学派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些以刑法为主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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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也并不是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刑法学的范围之内，而 

是采取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犯罪与刑罚进行深入研 

究，才能结出刑法思想的丰硕果实例如贝卡里亚将启蒙思 

想引入对刑法制度的研究，完成「从中世纪刑法向近代刑法 

的重大转折，为近代刑法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因而被尊称 

为近代刑法之父而龙勃罗梭利用人类学知识对犯罪现象进 

行研究，在对犯罪现象的研究中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由 

此开创了犯罪学的诞生非利利用社会学知识对犯罪现象进行 

研究,使犯罪学从人类学的视野转换为社会学的视野，进一步深 

化和开阔r犯罪学理论，至于李斯特更是一位全面的刑法学家和 

犯罪学家 在刑法学科，季斯特开创了古典派犯罪论.为此后的 

刑法教义学发展提供「可能在犯雅学科，李斯特提出了目的刑 

思想，进一步推动k犯罪社会学的成长

当然，以上十位刑法学家或者哲学家，对于刑法的主要 

员献还是在于刑法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属于刑 

法思想家或者法哲学家.而不是刑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刑法学 

家其中，只有李斯特对于德国近代刑法教义学的产生具有 

较大的贡献，应该说，刑法理论具有层次的区分，其中，刑 

法思想居于最高层次，而刑法教义学则居于其下但就对立 

法与司法的实际功效而言，刑法教义学是更为在接的与更为 

重要的 如果说，启蒙主要是-•种思想的启蒙；那么，本书 

选择I-位以刑法思想见氏的学者进行介绍，还是具有一定合 

理性的 当然，如果从刑法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对德口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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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教义学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介绍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 

已经不是本书的使命。德国学者曾经对刑法教义学与法哲学 

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论述：“除刑法史以外，与刑法教义学 

最有联系的要数法哲学。法哲学致力于建立一种标准，根据 

该标准，教义学家可以判断，现行法律规范是否与社会秩序 

的自然情况和社会伦理主导价值观相吻合，如何解释或者以 

何等方式进行变革。法哲学将刑法教义学从实质主义的统治 

中解放出来，使其找到必要的组合，该组合使得积极的且总 

是不完备的法律与’正确的法律思想’相协调”①因此, 

我们既要注重对具有法哲学性质的刑法思想的了解，又要关 

注对刑法教义学知识及其历史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建立起刑法知识体系

本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过程中，高颖文同学帮 

助我对本书引用的相关著作的内容进行了精心的核对，以确 

保准确为此，我要对高颖文同学表示谢意

是为序。

陈兴良

2017 年 11 月 16 0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①〔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 

法教科节》.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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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启蒙》成书于1997年，是我在检察院兼职的紧 

张工作之暇余时间仓促完成的一本读书笔记式的著作。该书 

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正如该书名所标示的那样，它确 

成了一本刑法的启蒙入门的书，这是始料不及的，也算是一 

种意外的收获吧。

我写作该书的初衷，主要还是在于超越刑法教义学的限制， 

拓展刑法知识的界域刑法学是一个宏大的知识体系，德国学者 

曾经对刑法学(stnifrechtswissenscliaft)的知识内容作了以下分 

类：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Strafreehtsdogmatik ), 

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 

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 

成和系统学的新的方法除刑法教义学外，刑事政策(Krim- 

inalpolitik)也是刑法学的一部分。刑事政策首先以现行法律 

为出发点，同时也吸收了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成果。它根据犯 

罪学经验研究的成果，对在将来修订现行法律的要求提供理 

由。刑法史(Strafrechtsgechichte)扩大了教义学者和刑事政 

策家们的视野。它再现了法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立法的变 

化，使得伟大法学家的形象、其著作和学说具有生命力，它 

试图解释过去几个世纪的犯罪的表现形式，描绘残酷的刑 

罚，并建立了现行法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除此以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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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哲学、比较法角度对刑法的研究，如此等等」由此可 

见，刑法知识是丰富多元的，刑法教义学虽然是刑法学的主 

体内容，但绝不能把刑法学理论简单地归结为刑法教义学 

以往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注释法学居于独尊的地位，其他刑 

法知识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显然，这是不利于刑法理论发展 

的。本书对于西方刑法思想史上十位著名刑法思想家的刑法 

思想的阐释，可以归于刑法思想史的知识范畴“刑法思想史 

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刑法理论的知识来 

源,，对于一个欲全面地掌握刑法学理论的人来说，刑法思想 

史知识是不可或缺的。

在本次修订中，根据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对有关内容 

作了增补。尤其是龙勃罗梭和李斯特，当我1997年写作时, 

国内尚未出版其译著。现在，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和李 

斯特的《德国刑法教科书》都已翻译出版。此外，边沁的著 

作又有《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出版。根据上述新的译 

著，对本书加以修订，使本书的内容更为全面、系统、

陈兴良

2002年7月21日

谨识于北京海淀蓝旗营寓所

⑴ 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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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启蒙（代序）



关于启蒙，康德有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康德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 

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已 

的理智无能为力。①

由此可见，启蒙意味着从一种不成熟状态过渡到成熟状 

态，这种过渡又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经由别人的引导完成 

的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需要启蒙的不成熟状态视为一种蒙 

昧状态，因而启蒙也就是解蔽、解脱与解放：

在17、18世纪，西方曾经掀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德 

国哲学家卡西勒在论述18世:纪启蒙时代的精神时指出：

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特征时，就 

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 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 

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 

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 

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 

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道

I'〔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2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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