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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东燕在北大法学院度过了5年的学习生涯，其间，我一直担任她的导师。
在正式写作本书之前，劳东燕曾专门与我商量，说想以罪刑法定为主题写一本专著，当时我是有些担
忧的。
因为罪刑法定当然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却也是一个写滥了的题目，如欲出新其难可以想见。
不过，考虑到劳东燕从德国搜集回来大量关于罪刑法定方面的资料，我也就应允她将这个题目做下去
。
当劳东燕把本书的初稿交给我的时候，我是感到满意的：本书使罪刑法定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
的理论水平，从而将这一学术成果置于我国刑法理论的学术前沿。
这次正式出版，劳东燕又经过更为细致的打磨，并增补了有关内容，以一种体系性的文本呈现在读者
面前。
　　劳东燕这本专著的中心词当然是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原则正是刑事法治的题中之义。
因此，书名“法治叙事”之法治一词是作为罪刑法定的背景而存在的。
它与罪刑法定具有意象上的重合性。
而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本土化”一词，它才是本书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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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论述基点，在法治的视野下对罪刑法定本上化的意义进行追问。
通过考察罪刑法定的现代背景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并由此展开其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
遇的问题，本书揭示，罪刑法定自由保障功能在我国的实现，面临着语境层面、观念层面与规范层面
的多重障碍。
作为刑事领域自由之技术，罪刑法定本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
罪刑法定本土化的真正实现，必定依赖于宪政秩序的建立，同时也须凭靠包括犯罪构成体系与判例制
度在内的具体制度技术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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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劳东燕 女，1974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曾先后到德国慕尼黑大学(2002-200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耶鲁大学(2006-2007)访学或做访问学者
。
著有《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政法沦坛》与《刑事法评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四十篇，泽作
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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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土化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以往在罪刑法定的讨论中被忽视的。
罪刑法定的本土化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前提：罪刑法定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产物，对于
中国来说它是舶来品。
在清末沈家本主持下的刑法改革中，罪刑法定被引入了中国。
但一百年来，罪刑法定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冲动与罪刑法定所倡导的形式合理性价值之间存在尖锐冲
突，因而有一个文化抵触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形成的专制传统，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幽灵，成为罪刑法定司法化
的客观障碍。
因此，尽管我国1997年《刑法》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实现了罪刑法定的立法化，但这仅仅是一个开
端。
如果不能解决罪刑法定本土化的障碍，罪刑法定仍然只能是一纸具文而已。
围绕着罪刑法定本土化这一核心命题，劳东燕从观念与规范等多重视角揭示了罪刑法定本土化的困境
，并对走出罪刑法定本土化困境进行了反思。
从本书内容的逻辑安排来看，基本上是沿着“提出问题一解决问题”这样一种进路，似乎并无太大的
突破。
但我以为，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对问题的解决程度，而恰恰在于问题的提出。
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
罪刑法定的本土化，就是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重要问题。
正是这个问题的提出，破除了传统上对于罪刑法定的一种简单化认识。
而将罪刑法定还原为一个法治的问题、一个宪政的问题，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罪刑法定认识的深
刻性，并对罪刑法定的司法化的艰难程度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如果说，劳东燕在这本专著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她提出问题所依赖的方法论更是值得肯定。
本书第一章对于刑法的压制性的讨论.似乎与主题无关，但这却是一个方法论的前提。
在这一章中，劳东燕提出了“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
传统的研究进路是“个体一国家”的二元对立：通过对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描述，解析民主
、宪政、法治等重大的理论问题。
例如，关于国家刑罚权的起源，古典学派作者就是以社会契约论为论证方法，揭示正是公民个人权利
的转让才形成了国家的刑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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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劳东燕的这本专著是对刑法的形而上的研究，可以归入刑法哲学的范畴。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理论偏奸以及所能达至的理论深度，对此我是持一种赞赏态度的。
因为对刑法的形而上的思考代表了一个民族在刑法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应当有更多的人
来进行这种思考，从事这种研究。
当然，我也曾经提醒过劳东燕，在刑法研究中，仅有对刑法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是不够的，还要有相
当精致的规范刑法学的研究。
劳东燕曾经有过两年检察宫的经历．我想在规范刑法学的研究方面对劳东燕也是可以期许的。
 　　——陈兴良(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这部作品属于刑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因而
．形而上的理论与哲学思考到处可见，思辨色彩浓重。
作者引用了大量一手的社科文献，使作品在确保思想深度的情况下，兼顾了信息的宽广性。
与此同时，作者对于现实层面的事务也给予厂相当的关注。
应当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理论的抽象思考与其对现实的关注比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尽管思辨色彩浓重，由于对现实的关注比较到位，兼之文笔优美流畅，就整体而言，具有较强的可读
性。
 　　劳东燕对罪刑法定本土化问题研究的广延度与厚重度在我所读到的同类著作中名列前茅。
这部作品的出版标志着国内学界对罪刑法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劳东燕个人在学术
上的渐趋成熟。
 　　——储槐植(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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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集中关心当代中国的法律问题。
　　这些问题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
它们便于我们接近，也需要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不仅考验我们的知识与思想，而且考验我们的生存。
　　这些问题发生在一个迅速转型并从容崛起的多民族大国，以及因崛起而不断改变的自身所处的国
际环境，决定了这些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可能简单来自对一般法治理论的推演，或者对某几
个外国的法治经验的套用。
　　但这不意味着本丛书将无视一般的法治理论和外国的法治经验。
相反，第一，只有在一般法治理论和外国法治经验的观照下，才能理解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和回应方式
的特殊性；第二，研究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将注定修改所谓的一般法治理论，改变目前主要由外国法
治经验得出的那些“天经地义”的法学。
　　由此，规定了本套丛书的追求和倾向是经验的、实证的和社会科学的，在经验层面而不是在想象
层面发现和研究中国问题，把中国问题的特定性变成可为人类分享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学术标榜或者
风味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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