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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制与法学经历了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变革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基本形成。
这些深刻变化和辉煌成绩，充分印证了中国法学对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
如今，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最主要的话题之一，法治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法学已经在向中国的“
自主性”及法学的中国范式与中国体系发展。
　　进入21世纪，当我们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中，深入思考法治及法学问题时，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
的影响因子是上个世纪所没有直面的、至少是没有成为影响法治基本内涵与构建的主要因素，比如环
境问题、科技发展、公共卫生、金融危机、外汇储备、裁军与反恐，等等，而今已成为决定法治进程
的重要因素。
适应鲜活的社会现实、回应大干世界的变化，法律在行动，法律在前进，于是出现了全球治理结构与
法治文明演进、国际规范与价值的重塑、非政府组织对法律规制的介入、基于国际义务的国内法修复
，等等。
在中国社会进程中长期形成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制实践路径均遇到来自新世纪社会问题的挑战
。
它使法学研究始终面临变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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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言论自由对公民个人价值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运作及真理的发现等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是所有公
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其现实的实践状况至关重要。
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为数不少的以言论表达为基本或主要行为方式的犯罪，诸如各种煽动型犯罪、妨害
名誉犯罪、妨害国家秘密的犯罪和有关淫秽物品的某些犯罪等。
刑法中的这些规定无疑构成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并规制着那些滥用了这项自由或者行使自由超过合理
限度的行为。
但正是由于这些规定的存在，刑法也可能会成为钳制言论自由的利器。
在上述这些犯罪的司法适用中，一旦处罚范围过宽，将直接影响到言论自由的具体实现。
　　针对于此，本书作者所秉持的基本观点是：对于此类犯罪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不能只局限于刑法
范畴的思考，而必须引入宪法规范和理念，刑法上的判断结果只是最终结论的落脚点，而绝不能以此
代替全部的考量过程。
在此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相关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
在具体的司法判断过程中，不可一味强调对刑法法益的保护，而应力求在刑法法益与言论自由之间达
成妥当的平衡关系。
　　作者意图在刑法具体犯罪的研究中引入宪法视角，期望能探索到一条保障刑法在适用过程中能以
宪法正义为准绳，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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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认为，从合理解释宪法从而使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尽量发挥其作用的角度而言，对言
论自由的解释实质上大致相当于理论上界定的表达自由的含义。
但是，毕竟表达自由不是宪法中的表述，所以还是使用言论自由的提法，但赋予其表达自由的所有内
涵。
实际上，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虽然在宪法的措辞上与言论自由是分别规定的，但实际上它们
是以较为特殊的形式表达意见、想法，都是较为狭义上的言论自由的延伸。
可以视为广义上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
　　当然，如此一来，这里必然会面对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岂非是同宪法中的其他规定存在大量的交叉
重叠、其他规定还有没有独立意义的责问。
事实上，有的学者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对言论自由进行限缩式的界定。
对此问题应这样理解，宪法从不同角度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被其分别规定的基本权利间完全可能
存在只是角度不同而其实质内容有重合的状况。
如言论自由之外，宪法又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权利，这些权利必然表现为公民以口头、书面语言或者其他方式表达其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
看法、意见，这正是言论自由所包含内容之一部分。
与言论自由相比，只是对言论内容和所指向的对象有其特殊强调之处。
又如，集会、结社是集体地以语言或其他方式表达观点、意见的自由，它只是以特定方式行使言论自
由的一种表现。
所以，基本权利间存在竞合关系并不奇怪。
而且，这种竞合并没有使相关权利失去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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