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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画卷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一书呈现了自1949年至20世纪80年

代中期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当代中国

的人民检察制度，虽然只经历了38年的历史，但是，检察制度作

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政治法律制度，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人民检察制度是在彻底摧毁旧中国检察制度的基础之上，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与法制的原理为指针，按照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检察制

度，它与资本主义和旧中国的检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通过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

析，充分的论证，展现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历史画卷，介绍检察工

作的成就，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展望前景，借以推动

检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体系性梳理网络犯罪研究成果

  《网络犯罪的司法认定》一书作者对多年来研究网络犯罪的

成果进行了体系性梳理和汇总，收集了德国关于网络犯罪的理

论资料，参考和借鉴了域外的理论成果，以刑法教义学为主的分

析方法，全面展示了根据网络刑法总论原理与教义逻辑对我国

网络犯罪具体犯罪的审查逻辑与认定路径，并结合对典型案例

的深入剖析，在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对司法实务疑难点

作出回应。

  本书不仅对网络犯罪中的立法模式、解释方法、共同犯罪、

平台责任等总则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以及刷单案、偷换二维码案等分则问题展开了研究。既对刑法

学者研究网络犯罪领域提供启发性思路与理论依据，也为律师、

法官等司法实务者实案适用、解决疑难问题提供指引与方案。

智能时代大众数字素养的培养

  《数字素养：从算法社会到网络3.0》一书核心内容立足于对

大众数字素养的培养，抒发智能时代关注大众的普遍情怀。本书

中有探讨学术的严肃文字，也有解读政策和案例的轻松叙事。对

于大众读者来说，当此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自己的数字素

养，学会辨认真实虚假、夸张炒作，从而避免被这种信息化、数据

化、数字化的大潮所淹没或者被现实所抛弃。

  智能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给人们带

来极大的困惑。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网络霸凌、数据垄断等问题

促使人们对智能科技进行有益的反思，借以找到解决困惑的途

径，使智能科技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在这个时

代，扮演着不同角色的政府、公司、投资者、玩家和个人都有着不

同的追求和需要。在关于未来的设想中，很难区分技术现实主义

和技术乌托邦。

推理小说中的死刑复核环节

  《庭外：落水者·盲区》一书的背景设定在“死刑复核”这一环

节。死刑复核，简而言之就是判断被判死刑的这个人有没有证据

不充分、事实不清楚，甚至各环节人员徇私枉法的情况。纵观古

今中外的侦探推理小说，这都是很少被谈论的话题，但在现实题

材刑侦故事中，又无疑非常重要。聚焦于死刑复核这个容易被忽

略的环节，体现了作者一直以来的专业性。

  落水者讲述了金牌律师乔绍廷面对重重危机，仍不惜一切

代价，执着于调查案件的真相，与优秀的青年律师萧臻搭档，共

同跟进案件的死刑复核工作。盲区讲述了法官鲁南前往南津参

详九年前一桩“离奇碎尸惨案”的死刑复核。他在调查中发现，这

似乎与“陈曼团伙走私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能够尽快

找到真相，鲁南与在津港的乔绍廷联手，争分夺秒，围追堵截，希

望可以凭借各自的“极限操作”闯过重重危机。

□ 杜万华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

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勾勒了全面改革开放的重

大战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发展有了更可靠的保证。为适应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破产法的修改

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

的一件大事。我为什么一直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

破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破产法律制度是保护性质的法律

制度，不是帮助债务人逃债、击垮企业、导致社会

不稳定的法律制度。

  破产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保护性质的法

律制度。这里我从六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第

一，破产制度是保护债权人债权的制度，保护债权

人的债权是破产制度的首要任务；第二，破产制度

是保护债权人平等受偿权的法律制度；第三，破产

制度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特别是重整投资人

合法权益的保护性法律制度；第四，破产制度是保

护善良守法的债务人债务豁免权的法律制度；第

五，破产制度是保护善良而守法的债务人接受社

会救治权利的法律制度；第六，破产制度是保护债

务人企业员工合法权利的法律制度。

  破产制度主要体现为这六个方面的保护性法

律制度。正因为破产保护法律制度不仅是保护某一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综合性地维护各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破产保护法

律制度就应当树立平衡的法律理念。这种衡平的法

律理念，不仅是债权人、债务人、职工的平衡，同时

也涉及债权人与债权人之间的衡平、债权人与股东

利益的衡平、股东与股东之间利益的衡平。

  二、中国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是把“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战略决策落到实处

的法律制度。

  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的主渠道之一。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要合理地配置才能

产生好的经济效益。破产法律制度涉及破产清

算、司法重整、和解三种制度。破产清算实际上就

是通过把原有的企业彻底打碎，把企业这个平台

上所控制的各种生产要素释放到社会中。而司法

重整则并不将企业平台打碎，原有的生产要素继

续保留，通过重整的模式，吸纳新的生产要素，让

这些生产要素与原有企业的旧的生产要素重新进

行整合。

  通过重整，既可以稳定这个企业，救活这个企

业，也可以减少社会动荡，稳定职工待遇，减少资

源的浪费。所以这个模式，是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所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落到实处的一个法律制度。

  三、中国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是有效处置不

良资产的重要保证。

  不良资产在诉讼程序和交易程序中，只可能

转移不良，不可能将不良转变为优良。要将不良转

化为优良的关键在于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

能够被市场接受，也就是配置的形式的产品能够

被市场接受，通过交易让沉淀在产品中的资本和

资金被置换出来，不良的资产才能转化成优质资

产。因此，如何让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

置是形成被市场接受的商品的关键。很显然，让不

良资产转化为优良资产是要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

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

  破产重整是可以将不良资产变为优良资产的

一个重要法律制度，但是目前很多人还把破产视

为一个危途。各类银行现在想要处置好不良资产，

就应当跳出金融的框架，站在全新的角度来思考

问题。要站在全产业链的角度上，以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理论作为指导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

去学西方，而忘记我们劳动价值理论的根本价值。

  四、中国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是构建现代企

业制度和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法律制度。

  经过多年的审判实践发现，我们的企业之所

以会陷入破产与我们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有

关联的。在破产重整（司法重整）的过程中，通过司

法重整，找出企业破产的原因，然后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来构建新的企业，最后让这些企业走向新生，

走向强大。

  另外，还有一个应该加以重视的主体，就是

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一个国家的经济的

基础就是小微经济，它是我们大中型企业的出发

地，也是大中型企业的成长地，是我们国家整个

经济发展的水源涵养地，没有这个源头活水，中国

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对于小微企业的保护，破产

法应该发挥一定作用。当然，当前正在进行的破

产法修改也正在面对这个问题并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改进的方法。

  五、中国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是构建科学化

的民商事司法工作运行机制的重要环节，是从制

度上彻底解决“执行难”的重要保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通过三个改革建立

了目前的民商事司法工作运行机制，分别是立审分

离、审执分离、审监分离。通过这三大改造，最终建

立了民商事司法工作运行机制。具体来说，构建了

以下几个环节：第一，确定立案的基本职能是对外服

务群众、对内服务法官；第二，确定审判的基本职能

是查清案件事实，划清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边界；第

三，确定执行基本职能是严格按照裁判的决定，保

证裁判中的债权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和实现。

  经过这三个环节，当案件通过立案、审判，进

入执行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却没有履行能

力，结果造成大量的案件积压，甚至出现许多企业

只能履行部分债务，无法履行其他债务的情形，最

终陷入破产的状态。因此，这就要求必须构建一个

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在执行环节之外新增一个环

节，即当事人如果不能履行裁判文书中所裁定的

法律义务，该企业或个人就应当走进破产状态，若

不被市场接受，那就进入破产清算。如果企业通过

改造、重整、和解，能够得到挽救，那便对其进行救

治，使得企业重新恢复升级。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新年论坛暨大法官论道活动上的主旨发言节选）

□ 余定宇

  提到宋慈，我们便会想起一部奇书——— 在

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历宋、元、明、清四代，凡

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狱吏，可能都随身带着一

部线装书，查勘现场、检验尸体遇有疑难时，就

恭恭敬敬地向它求教。在其后的整个司法审判

过程中，定谳量刑、上驳下复，也以这部线装书

为指南，说句夸张点儿的话，即使是当朝的律法

也不及它的权威。清朝时候，有些外国传教士见

了这情形觉得很奇怪，便好奇地拿来看看，一读

之下，赞不绝口，于是，这部中国的线装书便陆

续被翻译成荷、法、德、英、日等文字，渐渐地流

向世界。

  这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呢？这就是宋慈所作的

《洗冤集录》——— 那部世界医学史上大名鼎鼎的第

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

  话说宋慈，字惠父，南宋初年生于福建建阳

的童游里。青少年时期，因家贫失学，30多岁才考

中了科举中的特科——— 明法科。在其后二十多年

的官场生涯里，他一直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并四

次被任命为省一级的高级司法官员——— 提点刑

狱公事。在多年的司法生涯里，他深深地体会到：

“狱事莫重于大辟（死刑），大辟莫重于初情（现场

物证），初情莫重于检验。”并深刻地认识到，尸体

检验，是刑事审判里既涉及枉死者是否能沉冤得

雪，又涉及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原形毕露”或者是

“还我清白”的关键环节，因此，事关重大，必须

“审之又审”。而同时，他又对当时刑事检验制度

的松弛，司法官员们怕苦怕脏、马虎了事的官场

积习，以及各级官吏衙役们在尸检过程中徇私舞

弊、贪赃枉法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为了实

现司法的公正，他便事事亲力亲为。每有命案发

生，他都会深入各种危险复杂的死亡现场，对那

些往往已经是腐烂发臭的尸体进行极为认真详

尽的检验，从而获得许多确凿的证据，以此作为

公正判案的依据。

  在此过程中，宋慈也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法医

学知识和证据鉴定的实践经验。其依靠这些，一生

侦破过许多复杂的奇案。

  但说起来，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在出任

湖南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时，广泛搜集了历朝历

代有关司法检验的古籍，并认真总结了民间许多

验伤、验尸的秘诀经验，取其精华，扬其糟粕，再加

上自己多年实践的心得体会，综合整理，编撰成一

本我国古代最早最系统的司法检验专著，并将这

部在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把法律学和医学有

机结合在一起的奇书命名为《洗冤集录》。而欧洲

类似的法医学论著到16世纪后才开始陆续出现。

因此，这一顶“法医鼻祖”的桂冠，对宋慈来说，真

的是实至名归。

  此刻，我心底里忽然浮出了一个问题，那就

是——— 一个司法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是

打击罪犯、镇压阶级敌人，还是维护秩序、伸张正

义？客观地说，这些答案，对，也不全对。其实，早在

七百多年以前，宋慈就给了我们一个独特且意味

深长的答案——— 洗冤。怎样洗冤？为谁洗冤？宋慈

的这部著作已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那就是———

用科学来替死人说话，用事实来为受害者申冤，同

时，也要为那些被蒙上了不白之冤的犯罪嫌疑人

鸣冤。对自己的著作，宋慈并没有取《尸体检验学》

或《司法检验论》之类的学术名称，而是将其定名

为《洗冤集录》，从“洗冤”这两个言简意赅而又充

满了强烈思想个性的字眼里，我们便不难看出：这

里面，极其鲜明地流露出了宋慈那种实事求是、将

公平正义摆在第一位的司法观念，同时，亦强烈地

透射出宋慈对生命、对人权深深的人文关怀。现代

的法学家们，可以不认同这种没有什么学术理论

深度，因而便显得貌似十分肤浅的法律观念，可以

搬出一大堆更高深、更威严的法学理论来嘲讽它、

批评它，但这朴朴实实的两个字，这一本朴朴实实

的书，却已经在各国人民的一片赞扬声中，走向了

全世界。

  遥想当年，宋慈的《洗冤集录》一出，在中华

大地上便不胫而走。后世的司法检验官吏和大

小衙门的幕僚师爷，都莫不以它为案头必备之

书，无论是检验尸伤、剖析疑难还是认定案情、

判罪量刑等司法活动，亦均以它为指南，因而，这

部权威的著作，便广泛而持久地流传了将近七百

年。清朝康熙年间，此书又汇集了许多宋、元、明、

清四代的案例和民间经验，再由官方重新出版印

行，书名亦最终被定为《洗冤录》这简简单单的三

个字。

  至此，宋慈那种“草根色彩”相当浓厚的法律

观念，终于得到了官方主流的高度认同。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

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宋宋慈慈与与《《洗洗冤冤集集录录》》

史海钩沉

关注中国破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 郝铁川 （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我曾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任职，同时分管过

理论和文艺工作。这一经历告诉我，理论如果不借

助文艺的美丽翅膀，是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文

艺如果没有理论的价值积淀，难以成为撼动人心

的经典作品。在没有当今发达艺术作品展现媒体

的古代，戏剧舞台艺术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渠

道。统治者提倡的价值观念融于表现人们喜怒哀

乐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之中。一系列价值评判用

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或者悲壮凄切，催人唏

嘘涕下；或者欢声笑语，教人心旷神怡；或者苦乐

相间，令人悲欣交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唯一仅存者，是世

界五大法系中唯一没有一神教背景的法律文化载

体，我认为其生命力之所以那么旺盛，就是因为它

的价值观念通过戏剧走进了千家万户，形成了许

多人的自觉自愿行为，所以，古人常说“人生皆戏，

戏映人生”。古代一些法律规范的模糊、漏洞，可以

通过有关剧作加以弄清。因此，中国古代法制史不

仅仅是立法史、司法史，还是一种法律生活史。职

是之故，我对元代杂剧产生了兴趣。下面以元代杂

剧《秋胡戏妻》为例，看看古代戏剧可以怎样深化

我们对古代法制史的认识。

  《秋胡戏妻》是元代石君宝编撰的元代杂剧，

原故事出自刘向《列女传》。剧情大体是这样的：

农家小子秋胡和罗老汉的女儿罗梅英成婚，谁知

新婚三日，秋胡就被征去当兵。秋胡一去数年杳

无音讯，梅英在家养蚕种田，服侍婆母。本村有个

土财主李大户，久已垂涎梅英的美貌聪慧，见秋

胡多年不归，便想夺梅英为妻。因为罗梅英父亲

欠了他四十石粮食，李大户一边编造谎言说“秋

胡已经战死在沙场”，一边逼着罗老汉去劝女儿

梅英改嫁于他，否则要立即去官府控告罗老汉欠

粮不还。罗老汉想了想，就答应了李大户。罗老汉

来到秋胡家，一边把从李大户那里听来的“秋胡

已死”的瞎话告诉秋胡的母亲刘氏，一边硬将李

大户托他带的花红彩礼塞给亲家刘氏，刘氏忍痛

应允。三日后，李大户同罗老汉兴冲冲地领着鼓

乐队，上门娶亲。罗老汉对女儿梅英说，你丈夫秋

胡死了，如今李大户要娶你，你婆婆也收了他的

聘礼。梅英转身去问婆婆刘氏，刘氏说：“这也不

干我的事儿，是你爹强行把李大户的彩礼塞给了

我，是你爹卖了你。”罗老汉说：“你就嫁给李大

户，我也能得点彩礼。”罗梅英斥责了婆婆刘氏和

父亲罗老汉做事荒唐糊涂，然后又对上前企图抢

亲的李大户说，你要胡来，我就和你拼命！罗梅英

改嫁的事情就这样被搁置。

  十年过去后，秋胡立功做官，揣着上司赏赐

的黄金，衣锦还乡了。经过自家桑园时，正值看到

一个漂亮的村妇在园中采桑，因为十年未见，他

没认出是自己的妻子梅英，只觉得她美貌娉婷，

便动了淫念。梅英起先把秋胡当做一名赶考的储

生，客气地“躬着身，插着手，陪言语”。不料秋胡

突然口出狂言进行挑逗，仗着有钱有势，还想到

她家里去成其好事。结果被梅英一顿痛骂，秋胡

落荒而去。梅英回到家里，才知道在桑园调戏自

己的是丈夫秋胡。梅英对秋胡的品德绝望至极，

厉声向他索要休书。但婆婆对梅英说：“你若不原

谅我儿秋胡，我就去自杀。”梅英看在婆婆的面子

上，只好作罢。

  这部戏的中心思想是阐释何为“夫为妻纲”，

正如罗梅英最后唱的那样：“非是我假乖张，做出

这乔模样，也则要整顿我妻纲。”这部戏里表现的

“妻纲”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特定情况下，夫为妻纲的效力高于父

为子纲。这里所言的特定情况是指丈夫死了之后，

即使自己的父母和公公婆婆主张妻子改嫁，妻子

也可拒绝。

  古代法典里没有规定寡妇改嫁问题。《仪礼·

丧服·子夏传》虽然说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

死从子”，但这里存在两个漏洞：一是丈夫死后、没

有儿子，妻子听谁的；二是丈夫死后、没有儿子，娘

家爹娘和夫家公婆均主张她改嫁，她可否坚持己

见。《秋胡戏妻》这部戏给出的答案是，在丈夫死

后、也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在改嫁问题上，妻子可

以独立自主。即便是娘家父亲和婆家母亲都主张

妻子改嫁，妻子如果不想改嫁，则可以不受“父为

子纲”的约束。因此，罗梅英可以斥责主张自己改

嫁李大户的父亲罗老汉“我既为了张郎妇，又着我

做李郎妻，那里取这般道理”，可以斥责主张她改

嫁的婆婆刘氏说：“我天天侍候着你，你怎么把梅

英又嫁与别人？”

  第二，公公婆婆一边的“父为子纲”的约束力

高于娘家一边的“父为子纲”。出嫁后的妇女面临

来自娘家“父为子纲”和婆家“父为子纲”的双重

束缚。那么，哪一边的“父为子纲”的约束力更大

呢？古代法典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从《秋胡戏妻》

中可以看出，婆家的“父为子纲”约束力高于娘家

的“父为子纲”。当罗梅英斥责父亲罗老汉不该让

自己改嫁李大户时，罗老汉解释说：“你不要胡

闹了，你家婆婆已经收了聘礼。”这表明只有婆

家才有收彩礼、表示愿让寡妇改嫁的权利。此前

李大户虽然先把彩礼给了罗老汉，但明确说明彩

礼不是给罗老汉的，而是要他转交给秋胡母亲的。

中国古代的礼俗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嫁后就要冠以夫姓。这表明同样是“父为子纲”，婆

家的高于娘家的。

  第三，夫妻“和离”不是平等离婚。过去我们说

古代离婚的提出权、决定权一般都掌握在丈夫手

里，但在“和离”（夫妻双方均愿离婚）的情况下，妻

子也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古代法典对“和离”的规

定不够详细，没说如何“和离”，而从《秋胡戏妻》中

可以看到，妻子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向丈夫讨要

“放妻书”或“休妻书”。但这种“和离”与今天的“协

议离婚”并不相同，因为“和离”的决定权最后掌握

在丈夫手里，因为只有丈夫可以签署“休妻书”，没

有规定妻子可以单独签署“休夫书”，也没有规定

“和离”协议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签署。

  读中国古代剧本，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法条

的执行细节，更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人是怎样看

待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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