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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不是一个学会，而是一个每年举行的学术论坛。
首届是2004年11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的“刑法方法论专题研讨会”。
此后，每年选择一个在刑法理论上具有前沿性的题目进行深入讨论，并且出版一本论文集。
在研讨会的论文集即将付印出版时，我受邀作序，却之不恭，因而从命，此乃本序之所由来也。
    当前我国每年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多如牛毛，如果每会必到，一会一文，就会耗费一个学者全部的精
力，因而可能沦为“会议学者”。
可悲的是，我国这样的“会议学者”并非罕见。
但凡“会议学者”，大多没有自己的学术计划，更无学术追求与学术使命，而是被各种会议的议题牵
着鼻子走，其文大多为应景之作，毫无学术创新可言。
这样的学术会议除培养一批“会议学者”以外，其实并无太大的学术价值。
现在，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开始盛行，诸如世界法律大会之类，不一而足，因而
“会议学者”又升格为“国际会议学者”，以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为荣。
对于学术会议的频繁举行，我是颇有微词的，也不以缺席为耻。
实际上，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动辄数百人，各种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怀有不同目的的人
聚合在一起，除了“交结老朋友，认识新朋友”的交谊功能以外，学术氛围已经淡而又淡，学术功能
也就退居末位。
我以为，学术是一种个人的志业，写作更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
先有个人的“自思”，才有公众的“共思”。
“共思”是以“自思”为前提的。
若无前者则无后者。
我并不否认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及其对于个人研究的启迪性，但我国目前如此频繁、如此庞杂的学术会
议，却与学术的宗旨与会议的初衷相去甚远。
除了造就一些华威先生式的“会议学者”以外，我们的某些学术会议又复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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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违法性之理论基础一、前言违法性系犯罪成立之必备要素之一，其与构成要件该当性之事实判断并不
相同，检验违法性是否存在系属于一种价值判断，亦即违法性系经过主体之评价后所得之结论，因此
其在犯罪论体系上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
一般而言，违法性论可分为两部分，亦即：(1)如何得知违法性之认识途径(方法论)以及(2)区别违法性
与阻却违法性之本质所在(存在论)。
基本上。
学说上所谓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之对立系有关如何得知有违法性之认识途径之争论，而行为
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对立属于区别违法性与阻却违法性之本质所在之争论，至于形式违法性论
与实质违法性论之对立则跨越不同层次，亦即其系概括认识违法性存否与违法性本质之争论。
违法性之本质系区别违法性与阻却违法性之根据，其乃适当认识违法性途径之先决要件。
因为任何认识方法均无法确实地掌握“存在”之概念，足能依据支配认识之目的意识去触及对认识主
体而言属于有意义之部分，因此若撇开认识之目的而仅考究认识方法之优劣，则势必陷入各说各话之
窘境。
然认识违法性之本质之目的究竟何在?质言之，其目的在于寻求正确进行违法评价而决定是否对行为人
科予刑罚。
固然，违法评价之内涵亦涉及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正当，但此处所称之“正当”并非意指道德伦理上之
正当，而系属决定国家刑罚权是否发动之关键，因此不能完全诉诸评价者对道德伦理上正当行为之主
观认知，而必须依据具普遍性且有效之客观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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