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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论学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抽象认知，是应时科技条件下的产物，故不存在绝对真
理之说。
除了宗教基本教义不容质疑以外，其他理论学说内涵理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应声修正。
理越辩越明，理论学说在争鸣交织中前行。

但是，自从指纹、笔迹等物证可作为法庭证据以来，在跨度达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世人皆盲从这
些证据鉴定理论自我宣称的科学性。
偶有法律界的人士站出来挑战，往往会被认定为蚍蜉撼大树的狂妄举动，均被权威势力弹压下去，不
服也得服。

李文的这本《司法物证鉴定学》正是破旧立新之作，不仅全面论证传统物证技术学理论的伪科学性，
而且构建起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操作的系统化理论，成为一门新学说。

《司法物证鉴定学》最大的亮点在于两项理论创新：（1）哲学理论应用创新。
运用辩证法哲学原理，创设特征与同一性联系的新概念，从而将原本晦涩深奥的认识论清晰化。
（2）物证生成理论创新。
运用最新科技成果，确立指纹、笔迹、工具痕迹等物证的科学本质，从而为司法鉴定的科学性提供理
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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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文，1966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89年7月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文件检验专业。
先后在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等单位从事刑事案件侦查、经济犯
罪案件侦查、治安管理、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刑事照相、侦查教学等多警种业务工作。

现拥有文件检验高级工程师、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影像技术高级工程师三项技术职称，2002年入选
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青年人才库，2004年被聘为二级物证鉴定官，2008年被聘为深圳市司法鉴定专
家委员会专家鉴定人。

发表文件检验、痕迹检验、刑事照相、法医、图书管理等专业论文58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省级科
研成果各一项，2008年出版《笔迹鉴定学》学术专著，2009年出版《物证技术学导论》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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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
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
　　系统论的指导思想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
、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
并从系统观点出发看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
　　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观的原子，一粒种子、一群蜜蜂、一台机器、一个
工厂、一个学会团体等都是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
　　系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也是事物存在的物质条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之所以没有将一个事物或现象与其背后的时空系统发生频繁联系，甚至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注意力局限　　人类受到知识的有限性、认知的直接性、意识
的简化性等因素制约，既不可能注意所有现象，也不可能全方位发掘所有联系信息。
　　二、功利性　　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事物上，无须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不需要的环节上，既
不会瞻前也不会顾后。
如同人们日常吃饭时，只会看到碗中的米饭，绝不会思考水稻如何栽培，更不会去推断后续的米饭消
化结果。
　　三、习惯使然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发生的，惯性的，无须
思考为什么这么做、如何做。
　　例如，幼儿吸吮母乳，他就会判断这个哺乳的人就是他妈妈，“有奶便是娘”，既无须通过DNA
鉴定、证人证言等全面信息来甄别这个女人是否亲娘，也不能考究母乳的营养程度以及是否含有三聚
氰胺等毒物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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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为真理？
真理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律。
李文的这本《司法物证鉴定学》是《笔迹鉴定学》、《物证技术学导论》的递进性姊妹篇，不仅充分
论证传统物证同一认定理论之伪科学性，而且更加清晰地阐明真理性理论成果——同一性联系定律。
《司法物证鉴定学》充分论证了司法鉴定是调节社会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科技手段，是判
断证据证明力的司法工具。
《司法物证鉴定学》还成功地阐明司法鉴定这种特殊生产力对应的生产关系，为司法鉴定管理者与从
业人士指明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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