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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光权

  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以及教学活动都不能停留在抽象的、一

般性的讨论中，必须言之有物，因此，本公开课紧紧结合案例讨论刑

法学说，以增强研究的实践价值。

  对于案例分析的重要性，我国刑事法学界以前重视不够，人们

习惯性地认为大量案件都是简单案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处理；

各个案件都是相互独立的，讨论个案对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意义有

限。由此出现了理论和实务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实践反对理论”的

局面，两者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很难真正实现。

  在刑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理论体系蔚为大观的现在，到了

必须深入思考案例研讨方法，注重建立刑法学说和案件处理之间的

紧密关联性的时候。其一，实务中其实有很多难题，只不过在很多时

候被大而化之地简单处理了。其二，对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处理，

仅凭感觉也可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但是，“法律人的技艺，就是

论证”。通过何种方法论，按照何种逻辑，通过何种论证得出这一结

论，也至关重要。其三，回过头去看，以往之所以会形成某些错案，与

处理案件过程中对刑法学说和方法论的运用不当有关，随着法治的

逐步发展，对刑事案件简单处理的做法难以为继，刑法学说以及方

法论的运用决定案件质量，“法律学者应更积极地从事判决研究之

工作，对于有商榷余地之判决，固应详予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用

供实务参考”。反过来，结合案件处理过程分析实务上的刑法运用状

况，也可以检验刑法解释学以及思考方法的正确与否。其四，实务案

件处理的背后存在一定的司法逻辑，对疑难案件进行探究可以管窥

实务人员的刑法基本立场，反映出刑法学说对于实务的影响力，同

时针对理论和实务有分歧的情形，学者可以就刑法相关理论可能存

在的不足反躬自问，从而适时对理论进行修正。

  《刑法公开课》运用现代刑法学思维与方法，对我国司法机关实

际处理的大量案件进行反思和评价，熔前沿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于

一炉，深入分析将刑法理论运用到司法实务的可行性及其路径，竭

力缩小理论和实务之间的差距。

  从宏观方面讲，《刑法公开课》有以下特点：

  首先，始终关注通过前沿刑法理论处理司法难题。刑法学以解

决各种司法难题为己任，必须面向实践建构合理的理论体系。刑法

学必须进行体系性思考。我国每年处理上百万件案件，其中涉及大

量疑难复杂案件。对这些案件如何准确处理，往往涉及犯罪论体系、

未遂犯论、共同犯罪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争议。对

这些问题的思考，《刑法公开课》并未回避最近十多年来刑事法学界

的主要争论，且对相关问题采用了主讲人认为相对有力的学说或相

对合理的结论。此外，很多实务上的“难办”案件集中在未遂犯、不能

犯、共同犯罪领域，《刑法公开课》也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中大量

内容涉及前沿刑法理论。

  其次，始终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对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实务上不

能将判断结论建立在某种相对模糊的行为人“很坏”的感觉之上，而

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按照分则各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要

求，通过合理的解释方法得出定性结论，并进行充分说理。《刑法公

开课》对具体犯罪的探讨，始终将如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不可

动摇的“铁则”来把握。

  再次，注重刑法方法论的运用。在审理案件时，司法人员的有

力论证总是与对刑法原理的掌握、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合理运用以

及对刑事政策的准确把握紧密相关，要对行为准确定性，不能绕

开的问题就是方法论。唯有方法论正确，才能确保相关司法裁判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刑法方法论的运用而言，客观性思考、体系

性思考、实质性思考等都非常重要。刑法上的客观判断，不仅仅是

如何看待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也与法益概念、刑法价

值判断等问题有关，甚至涉及如何协调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

论和司法逻辑三者关系的问题，我国刑法学应当坚持和发展刑法

客观主义，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确保客观

判断优先，对行为进行分层次的、价值上的判断。刑法学上的思

考，还必须是体系的思考，确定犯罪成立与否的理论必须与未遂

犯论、共犯论一体地加以考虑。实务上分析案件时，也要顾及这种

体系性和问题的关联性，如果坚持犯罪四个要件同时具备才成立

犯罪，就会发现在共犯问题的处理上会有矛盾之处，因此，实务上

也必须充分认识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缺陷。

  最后，展示个人的刑法基本立场。主讲人主张打造具有建设性、

尽可能接近和理解司法实务的“行为导向刑法观”（行为无价值二元

论），并积极与“结果本位刑法观”（结果无价值论）对话，强调发挥刑

法的积极一般预防功能。如何使“行为导向刑法观”指导司法实务，

是主讲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不过，也有必要指出，对大量案件

的处理结果，主讲人的观点和“结果本位刑法观”之间并无差别，因

为“行为导向刑法观”原本就重视法益侵害，只是在理论逻辑上强调

造成法益侵害的过程（即行为违反规范进而造成法益侵害，从而在

法益侵害之外还重视行为样态以及行为实施时的主观违法要素）。

因此，“行为导向刑法观”和“结果本位刑法观”之间原本就不是对立

关系，而是交叉、竞合关系，在很多时候两者是高度重合的，只不过

在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进程上有细微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在很多时

候是无关紧要或可以忽略的。即便主张或喜欢“结果本位刑法观”，

在阅读《刑法公开课》时也不太会有“违和感”，反而有可能促使反思

建构“结果本位刑法观”这种绝对化理论的可疑之处。

  在写作进程上，《刑法公开课》各讲均开门见山地列出研讨案

例，然后结合刑法学说与思考方法进行深度研习，尽可能展示解释

和说理过程。《刑法公开课》的目标是：协调刑法理论的体系性、一贯

性与对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若干具体问题的

思考来点滴推进我国刑法学的纵深发展。

华政的故事（七十六）
———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谭永

介、强远淦和孙克强

  谭永介（1929年- ），江苏吴县人。

1952年8月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到华

东政法学院工作。1956年，与于占济、韩

来璧、陈业精、陆锦碧、卢莹辉等老师被

评为华政第一批有学历、有学位的助

教。1956年8月，受司法部的指令，作为

华东政法学院支援建设山东法律专科

学校的老师，与王群、宗丹楠等人一起

创建济南法律学校。该校被撤销后，进

入山东省政法干校、山东政法学院和山

东公安学校，担任助教、教员。1963年华

政第一次复校后，于1965年回到上海任

华政哲学教师。

  1972年华政第二次被撤销，谭永介

老师转入复旦大学工作。先后在数学

系、哲学系、校清查办公室、党委组织

部工作，历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部副部

长。1979年回到华政工作，历任哲学教

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参加合作编写《法律专业

普通逻辑》等教材。由于谭永介老师在

1952年华政创建时就进入华政工作，属

于元老级，所以在本故事中会经常被

提到。

  强远淦（1932年- ），1951年考入复

旦大学政治系，1952年10月与徐建、唐培

吉、胡绿漪等人一起转入华政读书。回忆

起这段时光，强老师认为，当时院系调整

有其合理的地方。强调培养新中国自己

的法律人才，“刀把子”（即法律）要掌握

在人民手里。但遗憾的是，当时只有9名

学生来到华政，老师基本没来。即使来了

个别老师，也不让其讲授法律课程，这就

导致华政后来的基础非常薄弱，发展是

片面的。他印象最深的是东吴大学法学

院傅季重，法律素养很好，但傅老师来到

华政后不讲法律而是讲哲学。还有东吴

大学法学院的陈忠诚，法律基础知识扎

实，也不讲法律去讲外语。

  1954年，强远淦老师提前毕业留校

也不是讲法学。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

研究生，强老师考试通过被录取。1957年

毕业后回华政继续任教，1958年华政就

被撤销并入上海社科院。“辛辛苦苦建设

的政法大学，就这么不要了。”强远淦老

师想不通，“原本国家这么需要法律人

才，现在怎么就不要了，后来的法律干部

都是政法干校来的。”当时的办学模式，

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 苏联模式加上

解放区模式，简单点就是“刀把子”必须

掌握在人民手里。

  强远淦老师文革期间被调到中央党

校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强老师再次回华

政已经是1981年。强老师回来后一直讲

授政治理论课，并长期担任华政党委委

员、宣传部部长，是华政复校的元勋之

一。作为华政1979年复校后的骨干教师，

他为华政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作出了

贡献。

  孙克强（1936年- ），是最受华政学

子欢迎的老师之一。1965年于中国人民

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人大做了一年教

师，后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

部工作。1979年华政复校，孙克强受聘担

任哲学老师。当时，专业课没法上，只能

上公共课，以哲学、中国革命史这两大课

程为主。当时的学生有的是从农场来

的，有的是从街道工厂来的，他们学习

热情非常高、学习愿望非常强烈。孙老

师深情地说：“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所

以就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们，

我虽然讲的是哲学，但我把各方面相关

的知识，如自然科学知识、天体知识、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引力理论，包

括现在的黑洞，我都给他们讲。学生们

的求知欲很高，我还给他们上过心理

学、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等，当时我是

开课最多的老师。”

  当时华政的哲学和逻辑学教研室

都在华政40号楼里，学校领导则在最为

艰苦的帐篷里办公，体现了把教学放在

第一位的办学理念。虽然当时学校的硬

件条件比较差，上课都是大教室，四、五

个班一个教师，现在体育楼二层的篮球

场曾经也是教室。当时的东风楼还没有

返还给华政，只给我们一个饭厅，又上

课、开会，又做食堂。但学生的热情，教

师的积极性以及领导的重视都是最佳

的。因为孙老师的课深受学生欢迎，所

以学校给他延长了退休直到65岁。之后

又返聘10年，主要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的工作（任秘书长），其间他给学

生做报告、讲座，上党课，还进行一些教

学督导方面的工作。

  1979年华政复校时风华正茂的孙老

师，虽然现在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但

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才气一点不减当年。

他的名句：“夫妻年轻时是恋人，结婚时

是夫妻，老年时就是责任”“我们要用年

轻时候的幸福美满之回忆，来滋养老年

夫妇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责任”，值得我们

每一个华政学子铭记。

  （《华政的故事（七十五）》详见《法治

日报》2021年1月12日9版）

  内容简介：

  《故宫营建六百年》作者晋宏逵，

中华书局出版。

  大明永乐十八年，皇帝颁诏，将

营建北京告成的喜讯昭告天下，我们

把这一天看作是明代北京城与明代

北京皇宫建筑的诞辰，按公历算，到

2020年已建成整整600年。为纪念这

座伟大的古代建筑群，古建筑学家、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晋宏逵先生写

成《故宫营建六百年》一书，让读者了

解从元明两朝建城开始到宫殿落成

的漫长营建历史。

《故宫营建六百年》

  内容简介：

  《诗人与诗歌》作者哈罗德·布鲁姆

（美），译者张屏瑾，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布鲁姆眼里，诗歌是一种多用

的武器，是对抗单调性的防具。作者通

过对五十六位文学史中极具影响力的

诗人及其数百篇诗作的精当评述，精

细梳理600年间西方诗歌传统，展现了

诗人与世界的对话。在多角度的分析介

绍中融入了弗洛伊德和诺斯替思想，始

终贯穿着“影响的焦虑”概念，强调后辈

诗人与前驱者之间竞争的关系。

《诗人与诗歌》

  内容简介：

  《人生三层楼》作者丰子恺，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人生三层楼，

即作者认为人生包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

灵魂生活三个阶段，作者自己是如何突破物

质生活的枷锁，进入精神生活境界，进而进一

步追求灵魂生活的，从中可了解作者除文艺

成就之外的个人品性和高尚情操。第二部分

讲述世界名家与名曲，即作者对世界名家人

生经历的介绍和对世界名曲的理解，以及对

其创作意图和方法的探究。

《人生三层楼》

□ 法宣

  《大江大河2》是一部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阳正午

阳光影视有限公司、SMG尚世影业联合出品，李雪、黄

伟执导，孔笙监制，王凯、杨烁、董子健、杨采钰等主演

的当代都市剧。

  该剧延续第一季内容，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

程，展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嬗

变、政治领域的变革，刻画改革实践者们的挣扎、觉醒和变化。

  剧情简介：

  宋运辉(王凯饰)前往东海化工筹备处报到，成为东海化工领导班子中

最年轻的副职。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魄力，他不断发挥骨干的作用，在前

期筹备和组建合资厂的过程中，一次次带领东海项目渡过难关、向前迈进，

却也因风头太盛招致不满。宋运辉将妻女接到东海，不解和猜疑涌入生活，

两人间渐渐有了裂痕并越来越深，最终以离婚收场。小雷家改革步伐越迈

越大，却因对安全问题的忽视导致铜厂爆炸，雷东宝(杨烁饰)因行贿遭遇牢

狱之灾，之前的成绩和错误被一分为二看待、从轻判罚，出狱后雷东宝建立

雷霆公司，要重新带领小雷家过上好日子。无论风光落魄，韦春红始终在他

身后。杨巡(董子健饰)来到东海发展，历经坎坷绝处逢生，将日用品市场做

得风生水起，趁热打铁要做高级商场，继续大干一场。名校毕业投行出身的

梁思申(杨采钰饰)作为洛达代表，带队回国到东海进行合资考察谈判，曾是

师生现为谈判对手的宋运辉和梁思申，在一轮轮的接触和交锋中经历着碰

撞、冲突与和解，两人共同将合资进程向前推进。

《大江大河2》

  《刑法公开

课》（第2卷）作者

周光权，北京大

学出版社2020年

12月出版。

  图为谭永介书记   图为强远淦教授

  图为孙克强老师在华政上微党课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