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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刑法规范及其发展完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刑法学，是法学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
而刑法学的发展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刑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状况。
因此，我们既要促进当下各种刑事法思想与理论的交流，力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不能忘记对年
青一代人才的培养，以期薪尽火传、承传不灭。
这就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刑事法研究的新型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经教育
部1999年11月批准，首批成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是刑事法领
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研究机构。
中心依托中国人民大学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与人大法学院坚实宽广的法学学科实力，以具有辉煌
业绩和良好传承的国家重点学科——刑法学科为龙头，涵盖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刑事证据法、
刑事侦查与刑事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诸多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在“中心”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下，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撰写的学位
论文大多具有锐意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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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文丛。
就刑法而言，自救行为被认为阻却责任或者阻却违法，一般被视为一种超法规事由。
但是，自救行为何以能够阻却责任或者阻却违法以及自救行为在刑法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等问题，
需要从法哲学乃至价值哲学的立场出发进行多维视角的全面研究。
现在，作者根据答辩委员们提出的修改建议，全面修改完善了其博士论文，对自救行为的历史嬗变、
价值取向、法哲学基础、自救行为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成立要件、自救行为与相关问题的联系与区
别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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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家庆，男，苗族，1975年出生，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人。
1993年武冈师范毕业后开始工作，先后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律师和检察官，现为广西高级人民法院
法官。
2003年获湖南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博士学位。
近年在《政治与法律》，《中国刑事法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译著有《菲律宾刑法》（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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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救行为的历史嬗变　　法谚“紧急无法律（necessitas nonlegen）”就意味着自救行为
系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基础，而被视为具有不可罚性。
然而，从法律思想之发展轨迹加以考察，当论及自救行为之违法阻却时，并非仅止于自然法之见解，
其理论根据因历史背景、文化思想及各国国情之差异，而有种种论述以及其他规定，所以，要想理解
其理论根据，不溯古探究其思想渊源及历史演进，实无法理解其中原理。
关于自救行为之思想渊源及早期发展，可从印度法、希腊法、罗马法、教会法以及中世纪德国法之思
想窥其一斑。
大致而言，自救行为历经了公认时代、限制时代、禁止时代以及自救与公救共存时代，并且自救与公
救共存时代会长存。
　　一、自救行为的公认时代　　（一）自救——源于生物的自保　　生物的自保性反应，是生物学
的正常现象，是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所需的基本本能。
受侵犯的生物个体出于生物本能而激发的对于侵犯者的抗争和反击，它在生物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
在。
是否所有的生物都能自保?笔者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动物具有侵略性和自保性、部分植物具有自保性
这点基本都能达成共识。
　　洛伦茨提出，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有攻击行为的普遍本能，这种内驱力须以某种方式释放，哪怕通
过竞技体育运动。
人类一切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个人都出于本能要保全其生命。
而所谓“自保”，不外乎就是个体生存的继续，人的欲望无穷，人生也就没有长久的宁静。
人总是在不断的追求继续生存的方法，这种追求不断继续生存的方法体现在社会与国家中乃为权力表
现之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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