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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译者序)献辞中文版序言第三版序言第一版序言缩略语索引第一章基础第1节 
形式意义上的刑法。定义和界　一、惩罚(刑罚和保安处分)作为刑法的形式定义标准和二元制惩罚制
度　二、作为公法的刑法。纪律处分，罚款和秩序性措施作为非刑事性惩罚　三、附属刑法　四、作
为全体刑法科学部分领域的实体刑法；全体刑法科学中的不同分支　五、实体刑法的总论部分第2节 
实体的犯罪概念。作为辅助性法益保护方法的刑罚及其与其他类似性惩罚在内容上的界限　一、实体
的犯罪概念　二、作为刑事可罚性条件的法益侵害　三、过去各种法益定义的失当　四、从宪法中引
导出的法益概念　五、法益概念的可变性　六、法益保护的界限问题　七、危险刑法，风险刑法，通
过刑法对未来的保护：法益保护的终结?　八、法益和行为对象　九、没有法益保护的刑事法律是没有
意义的吗?　十、立法者能否承担惩罚侵害法益行为的义务?　十一、法益保护的辅助性　十二、文献
中的不同观点　十三、刑罚与其他类似惩罚手段在内容上的界限第3节 刑罚与保安处分的目的与正当
化　一、刑罚的目的；刑罚理论　二、保安处分的目的与界限；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关系　三、赔偿作
为刑法上的第三条道路?第4节 1871年以来的德国刑法改革　一、1871年的帝国刑法典　二、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前的发展　三、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改革工作　四、纳粹时代　五、改革工作的重新进行　六
、“1962年草案”和“选择性草案”　七、1969年以来的改革立法工作　八、改革的内容第5节 法治原
则与刑法的解释和在时间上的适用之间的关系　一、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和刑罚　二、法治原则的四
项作用　三、关于法治原则的历史与国际性适用　四、法治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国家理论性和
刑法性根源　五、解释与禁止类推　六、禁止作为刑罚基础和使刑罚严厉的习惯法　七、禁止溯及既
往和刑法在时间上的适用　八、禁止不确定的刑法和刑罚第6节 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　一、概念性
说明。在现行法律中占支配趋势的行为刑法　二、弗兰茨.冯.李斯特及其继承者的行为刑法和行为人
刑法　三、30年代的行为人刑法趋势。生活方式罪责。犯罪学和规范性行为人类型　四、现行法律中
的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第7节 刑法信条学和刑法体系。一般犯罪理论的基本问题　一、信条的任务
和刑法的系统学说　二、刑法体系的基本概念　三、新近犯罪理论的历史发展　四、传统刑法体系的
成就和局限性；刑法信条学的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　五、目的论和刑事政策性的体系性建议的基
础第二章 行为、轻罪、重罪第8节 行为　一、行为概念的任务　二、刑法信条学发展中的行为定义。
阐述与批判　三、人格的行为概念第9节 轻罪和重罪　一、关于区分的历史　二、现行法律中的规定
和实践意义　三、现行法律中“抽象”理论的实现及其在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中的基础　四、界限划分
问题第三章 行为构成第10节 行为构成的理论　一、体系性行为构成，保障性行为构成，错误性行为构
成　二、关于行为构成作为体系范畴的发展　三、行为构成和违法性的关系　四、社会恰当性和排除
行为构成　五、开放的行为构成和评价总体构成行为的特征　六、客观的行为构成和主观的行为构成
　七、行为构成中的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　八、行为构成的种类第11节 归责于客观行为构成第一
、因果关系的理论　一、关于因果概念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困难性　二、等值理论(条件理论)　三
、等值理论的具体问题　四、适当理论和意义重大理论第二、进一步归责于客观行为构成一　一、侵
害性犯罪　二、危险性犯罪第12节 故意和行为构成错误。在因果关系偏离时归责于故意　一、故意的
基础和表现形式　二、行为构成错误　三、在因果关系偏离时对故意的归责第13节同意　一、关于同
意的理论地位　二、作为排除行为构成根据的同意　三、缺乏或者限制同意可能性的行为构成　四、
同意的宣告、对象、时间和撤消　五、理解能力　六、同意中的代理人　七、同意中的缺乏意志　八
、关于同意存在的错误或者同意不存在的错误第四章 违法性第14节 不法理论的基本问题　一、违法性
和不法　二、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　三、被害人信条学和实质性不法　四、不法和无法领域　五
、违法性和法制的统一　六、关于正当化根据的体系化　七、正当化根据的竞合　八、正当化的错误
问题　九、正当化根据的作用　十、具体正当化根据的表现和划分第15节 紧急防卫　一、紧急防卫权
的基本原则　二、关于紧急防卫权的历史发展　三、紧急防卫中的攻击　四、攻击的违法性　五、攻
击正在进行　六、具有紧急防卫能力的利益　七、防卫的必要性　八、紧急防卫的要求性　九、主权
行为和紧急防卫权　十、紧急帮助　十一、限制在攻击者及其法益上的紧急防卫　十二、防卫的意志
作为主观性正当化因素?第16节 正当化紧急状态和相关案件第一、第34条的基本规定　一、当前紧急状
态权的发展　二、紧急状态的危险　三、利益冲突中的权衡　四、适当性条款　五、正当化紧急状态
的其他问题第二、民法中的攻击性紧急状态，《德国民法典》第904条第三、民法中的防卫性紧急状态
，《德国民法典》第228条第四、正当化的义务冲突第五、类似紧急状态的状况第六、《德国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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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第4款的抵抗权第17节 职务权和强制权；官方的批准第一、职务承担者的侵犯权第二、违法而
又有约束力的命令第三、代替公共机关所为的行为　一、临时羁押　二、自助权第四、责打权　一、
私人责打权　二、老师有责打权吗?第五、官方的批准第18节 出于允许性风险的正当化根据第一、推
定的同意　一、正当化根据的结构　二、推定同意的辅助性　三、自私行为中的推定同意?　四、确定
推定意图的标准　五、错误和审查义务第二、合理利益的利用　一、关于第193条的结构　二、作为正
当化根据的合理利益的利用　三、第193条没有超越侮辱行为构成的扩展　四、利用合理利益的具体条
件第三、艺术自由　一、作为独立正当化根据的艺术自由　二、根据《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产生
的正当化根据的条件第五章 罪责和责任第19节 责任原理的基本问题　一、罪责和预防必要性作为刑法
责任的条件　二、从心理性罪责概念到规范性罪责概念　三、关于规范性罪责概念的批评　四、刑法
中罪责的内容性规定(实质性罪责定义)　五、刑罚基础的罪责和量刑的罪责　六、排除罪责的根据和
免责的根据?  七、构成行为责任的毛拉赫原理  八、构成行为罪责和生活方式罪责第20节 罪责能力第一
、成年人的罪责能力　一、法律规定的基础　二、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连接性诊断结果　三、理解能力
和控制能力　四、重大减弱的罪责能力第二、孩子和青少年的罪责能力第三、原因自由行为第21节 禁
止性错误　一、禁止性错误的规则。信条性发展和法政策难题　二、不法意识的对象　三、不法意识
的表现形式　四、禁止性错误的意识形式　五、有条件的不法意识　六、禁止性错误的可避免性　七
、禁止性错误的法律后果　八、禁止性错误的特殊规则第22节排除责任的紧急状态和类似案件第一、
第35条的紧急状态　一、有关规定的体系性位置和目的论内容　二、当前无法用其他方法避免的危险
　三、能够在紧急状态中保护的法益　四、享有特权的人员范围　五、避免危险的行为　六、根据
第35条第1款第2项拒绝排除责任　七、对紧急状态情况的错误认识　八、紧急状态行为的参与人第二
、第33条的紧急防卫超过限度　一、有关规定的体系性位置和目的论内容　二、排除责任的冲动　三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超过紧急防卫限度　四、集中的和扩展的紧急防卫超过限度　五、对无关的第三
人造成的损害　六、防卫挑拨状态下的紧急防卫超过限度　七、假想的紧急防卫超过限度　八、第33
条可以类推地适用于其他对正当化基础的超越?第三、良心行为　一、德国基本法第4条作为刑法判断
的基础　二、良心行为承担的刑事可罚性后果　三、免除刑罚的良心行为在体系上的分类第四、民事
性不服从第五、在分则中排除责任的根据　一、具体案件　二、这类案件的信条学讨论第六、超法规
的排除责任　一、非过分要求性作为超法规的免责基础?　二、危险共同体作为排除责任的基础　三、
选择较小的恶作为排除杀人责任的根据?第六章 其他刑事可罚性的条件第23节 刑事可罚性的客观条件
和排除刑罚的根据　一、超然于责任之外的刑事可罚性条件。设问与举例　二、第四个犯罪范畴在主
导理论中的过分扩展　三、刑事可罚性的客观条件和排除刑罚的根据作为刑法之外居于优先地位的目
的设定的情况　四、其他方案　五、在程序性条件中的刑事可罚性条件和排除刑罚根据的界限　六、
展望。在程序法中的刑法和刑法外的目的设定第七章 过失第24节 过失前言第一、行为构成　一、从罪
责形式到行为构成的犯罪类型一　二、过失性举止行为的标准　三、创设不允许危险的具体化　四、
关于行为构成性保护范围的具体化　五、过失性标准的一般化或者个别化?　六、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过
失　七、过失犯罪的主观和客观行为构成　八、故意、轻率、简单和微小的过失作为不法和罪责的等
级层次　九、过失犯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第二、违法性　一、原理性困难　二、紧急防卫　三、
紧急状态　四、推定的同意和同意第三、罪责和责任　一、排除罪责的一般根据　二、排除罪责的补
充根据人名一览表内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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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解释与禁止类推　　1．刑法中解释的界限　　1）将可能的口语词义作为解释界限　　禁止
类推（边码8）提出了一个任务，即应当划清可以允许的忠实于法律的解释，与应当禁止的立法性的
类推之间的界限。启蒙时代法治原则的创造者们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们当时的出发点是：法官们
没有什么“必须解释的”，只需要对法律具有明确意思的原文文本“加以适用”就行了。孟德斯鸠的
名言是，法官仅仅是这样的“嘴”，（在不添加自己意思的状态下）说出法律中的词句就是了：“Les
juges ne sont que la bouche qui prononce les paroles de la loi。”贝卡利亚（1738年-1794年）这位启蒙时代
可能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刑法思想家，认为法官从事的是一种非人性化的“自动归类工作
（Subsumtionsautomaten）”，并且从这个概念中推导出了禁止类推这个概念。这种做法与弗里德里希
二世最早对《普鲁士大典》规定相似，也与1813年《巴伐利亚州刑法典》（有关这一点，参见边码14
）最先在事实上规定的相似。根据贝卡利亚的说法，这意味着：“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力永远不能给予
刑事法官，这样作的根据是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　　法官仅仅应当执行一种“完全的三段论式的
演绎推理（逻辑性地得出结论的程序）”；“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那种广泛传播的认为人们必须向法
律的精神请教的公理性认识（ Axiom）更危险的了。”　　今天，人们一致同意，这种机械性的法官
概念是行不通的。在一部法律中使用的所有概念，（除了数字，日期和计量单位之外）在或大或小的
范围内都具有多重含义。这不仅仅适用于规范性的概念，即那些主要只能通过思想来理解的概念，例
如“侮辱”（第185条），而且还广泛适用于一些例子：　　（1）行为人将盐酸倾倒在被害人的脸上
，是一种“借助武器”造成的身体伤害（第224条第1款第2项）吗？是的（《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
》第1卷，第1页；其他观点见帝国法院的判例）。在这里，因为口语中承认“化学武器”的概念，所
以，文字意思并不要求将武器的概念限制在机械性作用的工具上。另外，法律的目的也指出，对特别
危险的伤害方法应当给予更严厉的惩罚，从而支持在武器的概念中包括化学手段；用盐酸造成的伤害
甚至比例如棍棒的一击还要严重。　　（2）行为人将被害人的头往墙上撞，是否适用第224条第1款
第2项？不适用（《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第22卷，第235页）。尽管法律的目的会使人认定一种
危险的身体伤害，但是，法律的原文文字禁止作这样的解释。“自然的语言感觉反对将一堵结实的墙
，一面坚实的地板或者一座山崖称为‘工具”’（出处同上，第236页）。如果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第224条第1款第2项进行惩罚，那么就会显示出一种禁止性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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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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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的笔记-第1页

        以後可以經常來挑點翻譯錯誤，先吐第一個槽，原書的標題是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Grundlagen.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注意哦，是兩個部份，所以準確的書名應譯作：刑法總則（
第一卷）：基礎、犯罪論的構造。

標題都沒有譯對，還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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