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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刑法的私塾（之二） 》 的”说明”，大体上也适用于 《刑法的

私塾（之三）》，但编著者不可能在 《 刑法的私塾（之三 ）》的”说

明”中仅交代一旬＂参见 《刑法的私塾（之二） 》 的说明” 。 否则，

既有严重不负责任之嫌，也有强制他人阅读 《 刑法的私塾（之

二）》之疑 。 即使不可能涉嫌玩忽职守罪与强制罪，也不是编著

者应有的态度 。 由此看来，在特殊情形下，不得已的重复确实可

以免责 。

周末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各种疑难案例的＂私塾”已经持续了二

十余年 。 疑难案件大多是棘手的案件。 有一个古老的法律格言

说，＂棘手的案件制造恶法” 。 这一格言的意思是，案件越是让人同

情，人们就越容易为了一个特定结果而给予救济，法律便因此遭到

破坏。 刑法是普遍适用的规范，刑法学并非在考察个别案件所有

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而是在一般化的可能解

决方案中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 诚然，一般化的解决方案，也必须

能够经受特殊的棘手案件的检验，不能妥当处理棘手案件的一般

化方案不是好方案 。 但是，既不能因为一个案件的特殊性而曲解

刑法，也不能认为基于特殊性得出的结论就是一般化的解决方案 。

只有对此一直保持高度的警醒，我们才能使棘手的案件不制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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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才能使普通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进而形成具有创新性的一

般化解决方案 。 持之以恒地与学生们讨论棘手案件，就是为了使

学生具有提出创新性的一般化解决方案的能力 。

《刑法的私塾（之三）》的讨论内容分别由相关公司的速记人

员和参加讨论的学生转换成文字，然后由我直接整理。 所谓的整

理，主要是删除部分重复和没有意义的文字，以及修改过于口语化

的表述。 语言很奥妙，虽然很多内容听录音时很顺耳，但将录音原

封不动地变成文字时却很不顺眼 。 当然，这或许不是语言的缘故，

而是因为耳朵与眼睛的机能不同 。

《刑法的私塾（之三 ） 》 中既有近几年讨论的案例，也有若干年

前讨论的、因为篇幅等原因没有收录千《刑法的私塾》《刑法的私塾

（之二 ） 》 的案例 。 整理内容没有特意挑选，事后发现大多数是财产

犯罪案例，其中最多的是诈骗罪案例，或许缘于诈骗罪是社会的一

面镜子 。 整理内容没有按讨论时间编排，而是按刑法学的体系安

排。 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和阅读案例， 《刑法的私塾（之三 ） 》对每个

案例都归纳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核心内容作为目录。 当然，归纳也

许既不准确 、也不全面 。

与以前一样，大多数的讨论都是由我简述案情、提出问题，然

后就案例的焦点问题展开讨论。 案例并没有提前告诉参加讨论的

学生，学生和我的发言都没有任何准备。 大家时而争先恐后地发

言，时而慢条斯理地表达，时而低头不语地沉默；有时候确有真知

灼见，有时候确能一语中的，有时候确实废话连篇 。 虽然在整理时

删除了许多废话，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仍然是缺乏逻辑性、体系性

的讨论纪实，不可能没有缺憾，不可能没有重复，更不可能没有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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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 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也请读者理解和原谅！

参加周末讨论的成员主要是我指导的在校硕士研究生（包括

公诉人班的公诉人）与博士研究生，有时也有已经毕业的博士生

（王钢副教授参加了其中的部分讨论） 。 在此，对参加讨论和整理

录音以及校对书稿的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明楷

2022 年 1 月 8 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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