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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林大学刑法学科始建于1948年，在我国老一辈刑法学家甘雨沛教授、何鹏教授、高格教授的学
术奠基下于成为国内首批刑法学专业硕士点之一，198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被评为吉林省
重点学科，2003经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了法学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被教育
部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同时，本学科被列人“十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5年本学科成为吉林大学“
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基地的重要学科力量，该基地是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地，2006年以法理学、刑法学和民法学为支撑的吉林大学法学学科成为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
为给教学和科研创造良好的学术平台和环境，整合学术力量优势，国家重点学科吉林大学刑法学科设
置了中国刑法学研究所、比较刑法学研究所、国际刑法学研究所、边缘刑法研究所、诉讼理论与司法
改革研究所共五个研究所，力求形成立体式、交叉式、复合式的刑法学研究体系。
　　吉林大学刑法学科秉承几代人的学术传统，一直坚持刑法学基础理论、中外刑法学基础理论、司
法实践的科学研究，养成了务实、求是、缜密的学风，在犯罪构成理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刑法
解释、人权与国际刑法、刑事诉讼价值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场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高层
次理论研究人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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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立足于刑法解释学属于广义刑法学的，并具有独立学科品格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这一中心论点
的刑法学著作。
    作者从刑法解释的历史渊源、与刑法学的关系、基础论、本体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学理解
释论等方面，分析认为刑法解释学学科独立的价值在于：推进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功能；纠偏刑法学研
究者热衷于铸造恢宏的概念化法学架构而忽视刑法应用实效研究的倾向；彰显刑法解释学价值判断的
实践属性。
同时，本书还倡导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应是迫切于刑法学的学科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二重
结合，迫切于刑法学的立法公正正义理念与具体案件事实相契合的追求，迫切于刑法的正义性、安定
性和合目的性的终极目标的实现，而这些迫切性恰恰为刑法解释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开辟了所需要的
生存空间和适用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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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岱，女，1967年生，吉林省四平市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教研室
主任；《当代法学》副主编；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和中国近代刑法史学，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论文被权威期刊
、文集转载和收录。
代表著作为《中国刑法近代化论纲》，代表论文为《期待可能性的机能：扩张或紧缩》、《刑法的立
法解释论》、《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主持承担教育部项目、省级科研项目及校级精品项目共6项。
其中，《刑法的立法解释论》获第六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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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二是刑法解释学是否存
在可以独立于刑法学的独立品格。
　　关于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的关系问题。
在我国现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看，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将刑法解释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高度来看
待。
从上述关于刑法学外延的各种争论来说，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是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或是一种包含
与被包含的关系，如广义刑法学或最广义刑法学观点认为刑法学是由包括刑法解释学在内的几部分组
成；这种关系或是一种同等关系，如狭义刑法学观点主张刑法学等同于刑法解释学。
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狭义刑法学，还是最广义刑法学，都承认刑法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存在某种关
系，只是承认的程度及关系的方向有所不同。
但这样的承认与确认都是建立在刑法学的广义狭义划分基础上的，基于这种划分而得出的最广义刑法
学和狭义刑法学的外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混乱。
　　狭义刑法学观点将刑法学等同于刑法解释学，一方面缩小了刑法学本身的科学外延，另一方面将
刑法学简单等同于刑法适用，忽视了对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及立法模式问题的研究，其根源在于发生了
将刑法学的内容假设不当的逻辑错误，因为刑法学不仅仅是规范刑法学，而且包括理论刑法学（刑法
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规范刑法学，但规范刑法学是不能脱离刑
法论理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而存在的，同理，刑法解释学也同样是不能脱离理论刑
法学、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和比较刑法学而存在的，因为在进行探求或阐明条文或法律事实的正确意
义时，需要运用刑法基础理论、逻辑分析、刑法历史及刑法在立法过程中的有关资料，以目的性解释
为依托得出合法、合理的解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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