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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谈及的话题概括了刑诉法学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有对每性、广泛性、前瞻性的宏观学科前
沿问题的把握；又有实践性、直观性、详细性的个案分析和具体程序操作问题之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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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甄贞，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著有《公诉一审普通程序论》、《香港刑事诉讼法》、《刑事审判（当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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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鉴于此，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大声疾呼：铲除“私了”这一社会的毒瘤，树立司法的权威和法律
的尊严，已势在必行。
他们认为，“私了”之风之所以盛行，根本上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厌讼”心理在作怪，而这
主要又是人们长期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律意识淡薄所致。
因而他们主张应当尽快提高全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以此来遏制“私了”观念，从而使人们逐步步人
到敢于诉讼的轨道上来。
这种想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提高人们整体的法律意识，无疑有助于增强人们的诉讼观念，降低他们
对司法权力的漠视程度。
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实现这种愿望，又岂是短时期内所能达到的?这实际上便形成了愿望是愿望，
效果是效果的巨大反差。
这里，人们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当代社会的诉讼机制还不健全，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现实生活明白地告诉我们，人们遇上纠纷时宁愿“私了”、不愿“争讼”，是因为他们知道：还
没有一个有效的诉讼途径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这在某些执法人员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本应把人民奉为“上帝”才是，但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公仆”反倒成
了人民的“上帝”。
你无求于他，倒还罢了；你若希望他主持正义，他便认为你有求于他，往往横眉立目，甚至当面向当
事人索贿。
有这样两句顺口溜：“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无疑形象地刻画出了少部分司法执法
人员的丑恶嘴脸。
同时，在我　　国由于“官本位”旧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印象中总觉得权大于法，由某个领导人干涉
办案的事例有之。
一定意义上，与其说“私了”观念是人们对司法权力的漠视，不如说是一部分老百姓对诉讼机制的失
望。
要知道，在很多时候，人们并非不愿打官司告状，而恰恰是“欲告无门”、“欲告不能”啊!　　明白
了这一点，人们不禁要问：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诉讼机制，进而恢复法律的公正和司法的权威
呢?诚然，诉讼机制的完善，本身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三言两语难以说清。
但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要形成一种公正司法的社会环境，端正司法人员的执法心态，使他们真正做
到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和服务。
同时也应该更好地遏制官高权重者的特权意识，使他们真正受到法律监督和制约，确实做到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打心眼里相信：法律确实是公正的，它不仅能使犯罪分子依法得到应有的惩
罚，也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保护普通人的权益。
在这一基础上，人们把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希望，都寄之于司法权力的公正裁决。
从而使司法机关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得以更好地维护。
当然，为了从根本上遏制“私了”观念，我们也有必要在完善和发展诉讼机制的0司时，在社会中广
泛开展全民素质教育，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法治意识。
一句话，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使老百姓们都深深懂得，司法权力已为他们提供了解决纠纷的最
好途径，只要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了损害，就一定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讨回公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私了”观念、“厌讼”心理，是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国人普遍心态。
要想根治它，无疑是个相当漫长而又艰巨的历史过程，需要人们不断地为之而奋斗。
有那么一天，人们，尤其是那些普通百姓，都能自觉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司
法权威亦受到普遍的尊重，法律的公正得以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我想，这就是我们心中企盼已久的理
想境界吧!　　附记：本文刚刚誊写完，听到几则消息，略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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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媒报道，南京市某消费者因电信局多收了1．25元的电话费，而把电信局推上了被告席；浙江省临
海市某农民也直截了当地把多收了他10元统筹款的乡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些不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吗?
　　(刘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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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前 言　　经常遇到这样的朋友，当他们的家人、朋友因为涉嫌刑事案件，被司法机关拘
留、逮捕之　　后，怀着急切、焦虑的心情来找我们这些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人咨询、求助。
从他们那些不　　连贯的、一知半解的叙述中你能感觉到，对于这样一部与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财产权利关系密切的刑事诉讼法律，老百姓知之甚少。
　　也常常遇到另外一种情况，浏览刑事诉讼法学专业书籍或期刊杂志，面对一些“大部头”　　的
学术专著和理论性很强的文章，要么被它的厚度和分量所震慑，怀疑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学　　术水平
；要么被它艰涩、难懂的文字搞得如坠“五里雾”般，甚至对自己的中文阅读能力都产　　生了怀疑
。
不禁要问：这样的书籍、文章，老百姓会掏钱买吗?这样的文风能带给人阅读的享　　受和快乐吗?有
人会不以为然：法律本身就是严肃的、枯燥的，写得人人都爱看，具有可读性、趣味性，那就不叫学
术著作而是满大街摆地摊卖的言情、武侠小说了。
难道对法律的探讨真　　的仅仅属于法学家们所有吗?那些急需法律帮助的老百姓又如何从我们这些专
业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专家、教授那里获取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呢?　　正因为是专业搞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的缘故，总感觉这门学问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离我们很近，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很近。
老百姓需要它，离不开它，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它、普及它。
事实上，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肤浅，但却很阳春白雪，只限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圈子里；而老
百姓对它的了解也很有限，仅停留在就事论事或临时“抱佛脚”的阶段。
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刑事诉讼法律条文与百姓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
沟通和联系，使他们不再感觉法律研究只是专家学者们的事情，像这样关乎百姓人身、民主、财产权
利的法律，老百姓有权了解并参与制定。
　　前两年，在法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以记录研究心得、随想为主要内容的随笔形式的文章颇受读者
青睐。
它以清新、活泼、随意的文风，探讨法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看似深奥的法学理论用通
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在普通读者中引起共鸣，达到了法律专业书籍所不能达到的宣传法律观念、
解释法律条文的作用。
给我以很大的启示，也因此产生撰写本书的想法。
　　本书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体系为基本框架，采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刑事诉讼法
学领域中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基本程序和相关的证据规则。
所谈话题涉及了刑诉法学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有对系统性、广泛性、前瞻性的宏观学科前沿问题
的把握；又有实践性、直观性、详细性的个案分析和具体程序操作问题之探讨。
融专业性、知识性与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一改法学专业书籍的枯燥和新八股文风。
可以说是一本外行人一读就懂，一学就会的部门法学普及性读物；也是一本法律专业人士了解学科领
域新知识、新观点、新思维的专业书籍。
我们可以在轻松的阅读的快乐中，共同感受刑事程序法的独特魅力和力量。
　　在本书付梓之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大部分作者都很年轻，他们初出茅庐，心志高远；
系统学习过法律专业课程，对许多问题敢讲真话、实话，较少顾虑；在写作风格上自主、自由、自成
体系，尚未受到法学界“新八股”文风的影响。
但是，也因此可能有看问题不全　　面、言词偏激的毛病。
尽管如此，我还是大胆地启用他们。
当然，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众位作者共同探讨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此，我们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出版付出过努力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计名利的
付出，本书不可能以现在的水准画世。
还应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的贾京平先生、孙志华先生、王政君先生，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本
书得以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从人性的角度讲，法律的存在是以人性的缺陷为前提，又是对人性缺陷予以遏制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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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的本质讲，法治不应是“治民”，而应是“民治”。
要达到民治，就要让老百姓都了解法律，都掌握法律。
什么时候，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不再是法学期刊杂志上：那些读来枯燥的“新八股”文章，而是寻常百
姓的一种生活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状态。
惟此，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刑事诉讼法是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法律，是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
具体化。
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中间。
　　甄　贞　　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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