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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重视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以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
“加强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对发展迅速和应用性强的课程，要不断更新教材内容，
积极开发新教材，并使高质量的新版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而且特别强调教材应当“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教材是课程及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在校大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
教材的编写过程本身，有利于教材及时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利于教师改
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增强科研能力。
这都是对教学与科研的反思和总结。
通过教材的编写，还可以促使教师总结教育教学规律，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培养热爱教学和关爱学
生的教育情怀，实现教师、教材与学生三者的有机联结与良性互动。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高等法学教育是国家法治发展的重要依托。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人们对法学教育质量的疑虑，进而促使法学教育工作者
深刻思索如何改革法学教学方式、如何完善法学课程体系等问题。
法学教育必须适应法律职业对法律人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而法学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
展又必须以法学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为基础。
如果说法学核心课程的确立，是对我国法学教育历史经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对养成法学思维方式所
需基本知识体系的科学总结；那么，编撰高质量的法学核心课程配套教材，就是目前高等法学教育工
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以刘伯承元帅为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
院的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
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又并入我校。
特殊的建校背景，使学校汇集了当时西南地区法学和法律界的主要资源，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政法
类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我校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多次隶属关系变更。
“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停办。
1977年，经中央批准恢复法学本科招生。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全国重点大学。
1979年，开始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笔迹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阶梯法学规划课程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2个章节，主要对笔迹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
绍，具体内容包括笔迹学导论、笔迹鉴定的科学基础、笔迹特征、笔迹鉴定的一般程序与方法、书写
客观条件变化笔迹的检验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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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六节发现和确定笔迹特征的一般方法一、观察分析的方法笔迹特征的表现形式是静态的，而
其形成是动态，因而必须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仔细的观察分析笔迹特征。
在观察笔迹特征时应借助放大镜、显微镜进行观察，注意从物证的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观察分析笔迹
特征。
宏观方面的观察主要是对所有的检材字迹进行观察，从布局到笔迹整体的一般状况进行观察，通过观
察从中发现文字布局特征和笔迹一般特征。
微观方面的观察就是要逐字逐画的观察，对于复杂的字或笔画关系不清晰的字，尤其是压痕文字、复
写字迹以及其他不易辨读的字迹应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
观察时应注意从笔形到笔力，从一个笔画到下一个笔画进行认真的观察。
在观察过程中必须集中注意力，做到细致入微，切忌粗枝大叶的观察。
在观察的过程中，应进行思考和比较，而思考和比较应以笔迹特征理论和笔迹客观表现为基础，切忌
主观臆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确定伪装或变化的特征，有疑问的特征和确定的特征，价值高与价
值低的特征。
由于笔迹特征的类型较多，表现的形式多样，因而应全面的发现各类特征的信息，从而全面地发现笔
迹特征。
观察时应做到全面掌握笔迹特征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观察，从而有目的、有意识地发现和确定
笔迹特征。
必须指出的是，有的鉴定专家把笔迹鉴定称为“眼学”，而其本质就是“观察’’的科学，只有经过
反复的观察实践以后，观察和确定笔迹特征的能力才能提高，才能为笔迹鉴定找到充分的、科学的依
据。
所以，观察能力是笔迹鉴定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能力。
二、比较分析的方法在笔迹鉴定过程中，确定笔迹特征及其价值是通过比较实现的，没有比较就没有
特征的发现和鉴别。
通过观察笔迹，我们笔迹特征的存在形态及其信息，是不是特征还需要进行比较鉴别，把那些虚假的
、共性反映的部分去掉，把反映书写习惯本质的特征确定下来。
比较的方法有：将物证字迹与字形规范和书写规范进行比较；将物证字迹中相同的单字、部件相互进
行比较；将物证字迹中初步确定的特征与判断特征价值的一般经验法则进行对照。
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对照以后，我们就能准确地把笔迹特征，尤其是笔迹细节特征确定下来。
将物证字迹与字形规范和书写规范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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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笔迹学》编辑推荐：阐述基本知识，夯实学生基础：触摸学术前沿，拓展学生视野；注重实务训练
，提高学生能力；设计课后习作，启迪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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