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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过去已发生的案件来说，刑法的制裁无论如何都是晚一步，而无法回溯地发
生任何作用。
⋯⋯，如果只着眼于已发生之具体个案中被攻击的法益客体，那么在我们对杀人者施以刑罚时，根本
已经没有可供保护的法益，透过处罚也不可能让这一被害人（被攻击的法益客体）再度复活”。
法益理论因其自身的滞后性和回溯性导致无法呼应当前的社会需求而为人所诟病。
 笔者认为，刑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解决世问纷争，触碰人情世故，虽然人们对于世间美善秩序的期
许有着类似于孩童时代的天真理想，且很多时候对理想的追求仿佛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推顶巨石那样
遥不可及，但人们从未放弃过这种渴望。
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刑法于是也被贴上了更多社会功能的时代标签，如同一只原本关押在“权益”牢笼里的猛虎，以“社
会”的名义遭到放逐之后，张牙舞爪地显示着自己的威权。
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年代，如若刑法不能在既有的体系里安顿，非要在所谓“风险社会
”的理论假说中分一杯羹，刑法自身无疑将会变成一个充满“风险”的东西。
刑法固然是一种社会统治的工具，但社会的稳定难道不是建立在个人安稳的基础之上吗？
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难道不是这个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稳定的前提吗？
刑法当然应该对我们的生活起到规范的指引作用，也应该敦促我们养成规范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规
范本身就是我们奋斗的理想，当我们告别了被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捆绑的理想岁月，我们是否迎来了
一个“法治乌托邦”的时代？
基于对自身不确定因素的考虑，以“规范”作为这个时代的信仰标杆，将一国公民聚集在“法规范”
的名目下。
应当引起我们足够警觉的是，任何以集体名义倡导的理想均值得怀疑（即使规范共同体也不例外），
哈耶克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
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
剧吗？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刑法不能以“规范维护”作为自身的价值取向，也不能打着“让世界更美好
”的招牌，教人过上一种有秩序的生活，刑法只保护生活利益，不促进幸福，也不提升心灵。
 三、规范论的质疑 （一）规范论的哲学滥觞及其反思 一般认为，规范论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康德的法
哲学思想。
康德的法哲学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具有先天的、理性的能力，也就是先天的认
识形式，这种认识形式总是存在于认识之前，我们在作道德判断时，总是根据先天的形式，即道德法
则作出判断；普遍的立法形式总是以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
于是，康德的哲学里，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道德法则，都要求一种普遍性的准则。
这种普遍性在实定法层面表现为，当法律颁布后，要求人们对法律“绝对服从”，而这种服从是否出
于自愿在所不问，于是，这种外在的立法就一定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③。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康德的哲学思想根植于欧洲18、19世纪民族国家的立场，强调国家一旦形成，
它就享有支配他的人民的最高权力，而它的人民对这一切则不能有丝毫怀疑。
人民只能绝对服从当前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即使作为最高机关的统治者有违法行为，它的人民对
这种不公正也只能是提出申诉或不同意见，而绝对不能进行积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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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晋法学(第7辑)》立足三晋，面向全国，欢迎有创见卓识的法律人阐说思想，传播文化，繁荣法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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