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 析 犯 罪 的 伦 理 因 素

姜 伟

古人云
:

仓案实
,

知礼节
, 衣食足

,

知 貌
.

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
,

都接受着

荣辱
。

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
,

却出现 社会的教育
,

熟悉着社会规范 (包括道德规

一种反常的社会现象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范 ) 的要求

,

一个有着 良好品德的人绝不会

不断提高
,

犯罪并不是 日趋减少
,

某些财产 毫无节制地放纵并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
,

而

性案件倒有增多的势头
,

甚至连反革命特务 是首先认识社会的要求和他人的需要
,

在社

犯罪也明显地散发着
“

臭铜味
, 。

大量的调
·

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考虑个人的需要
。

查结论表明
,

犯罪已由
“

饥寒起盗心
”

的贫 犯罪固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应该

困型转化为
“

吃喝玩闹
”

的享乐型
.

这反映 承认
,

社会环境
、

历史条件
、

家庭影响等客

出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极端落后的伦理思想的 观情况是导致犯罪的决定性因素
,

但是
,

一个

矛盾
,

丰衣足食与梢神空虚的矛盾
,

物质文 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

与他们自身的

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
.

认识和探讨 思想品质
、

道德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

我国

导致犯罪的伦理因素
,

对于正确制定打击犯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共产主义

罪
、

预防犯罪的基本对策
,

具有极为重要的 道德及社会公德与社会主义法相互渗透
、

相

意义
。

互补充地调整着全体公民的社会活动
,

保障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由于共产主义

道德及社会公德与社会主义法在本质上是一

所谓伦理
,

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 致的
,

所以
,

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

道德和原则
,

是对道德关系的概括
.

犯罪既然 着法制观念 的强弱
。

可见
,

社会主义制度和

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
,

那行为人的道德观 共产主义道德是根除犯罪的基础
,

不是滋生

念 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
,

行为人的行为也必 犯罪的根源
。

分析犯罪人的伦理动机
,

我们

然反映着他的道德观念
。

心理学认为
,

人的心 可 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

缺乏共产主义道德或

理结构是由于需 要
-

一动机
-

一行 为 构 成 道德信念不坚定是一切犯罪人的共同特征
,

的
。

需要和动机都是人的心理 现象
,

是客 有些人甚至是
“

悖德狂
” .

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

它们不仅反映客观 人的道德品质是由道德认识
、

道德情感
、

的外界事实
,

也反映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风 道 德 意 志
、

道德信念
、

道德行为诸因素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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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预见
,

或者虽有预见但无法抗拒和避免
,

其危害结果的发生不 在 于 行 为人之缺乏注意
,

而在于行为人之无能为力
;
过失犯罪则不同

,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仅可 以预 见
,

而 且 可 以

采取措施予以防
.

1上和避免
,

但由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缺乏应有的注意
,

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

生
。



成的有机整体
.

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
.

谁的共

产主义道德的心理结构不完整
,

他就不会适

应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
,

可能实施危害社会

的犯罪行为
。

犯罪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出现
,

源于如下几种
“

悖德
” - -

一违背共产主义道

德及社会公德
- -

一情况
:

(一 ) 缺乏道德认识或道德认识水平低

下

道德认识指人们对一定社会 的 道 德 原

则
、

规范的理解和掌握
。

我们说某些犯罪人

缺乏道德认识
,

并不是说犯罪人没有一点道

德常识
,

而是说他们缺少直接约束其犯罪行

为的那种道德规范的认识
。

一个人若缺乏道

德认识
,

便缺乏道德判断与道德 评 价 的 能

力
,

不能分辨是非
。

有的犯 罪人文化水平很

低
,

甚至是文盲
,

不仅不知道什么是法
,

而

且对某些社会公德也缺乏认识
,

无法控制自

己不正当欲求的不满足
。

如山区农民王某得

知其妻与陈某通奸
,

很恼火
,

想报复陈某
。

王妻由于害怕
,

便为王某出主意
,

让王某搞

陈妻
一次

,

一天
,

王妻将陈妻骗到家里
,

帮

助王某强奸了陈妻
。

王某认为
: “

陈某搞我

的妻子
,

我搞他的妻子
,

各不吃亏
,

公平合

理
” .

若概括一下犯罪人所缺少 的 道 德 认

识
,

主要有
:

没有人道主义观念
,

在杀人
、

抢劫
、

强奸等犯罪中较为普遍
;

缺乏诚实劳

动的精神
,

一般导致财产犯罪
; 没有爱国主

义情感
,

反革命犯罪分子都是如此
;
缺乏责

任心
,

多是过失犯罪
。

(二 ) 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相脱节

道德情感指人们心理
_

L对于某种道德义

务所产生的爱憎
、

好恶态度
.

有的犯罪人虽

然认识到共产主义道德
,

但缺乏道德感和义

务感
,

厌恶道德规范
,

与正常人之间缺少感

情共鸣
,

认为
:

共产主义是幻想
,

为人 民服

务是骗人
,

舍己为人是傻瓜
. “

切勿偷盗
”

这

条道德戒律无人不晓
,

但有人声称
“

马不吃

夜草不肥
,

人不得外财不富
” ,

盗窃犯罪始

终占居刑事犯罪的首位
.

这种犯罪人
一

般蔑

视社会规范
,

明知故犯
,

不惜以身试法
,

形

成疯狂的反社会心理
。

(三 ) 道德认识与道德意志相脱节

道德意志指行为人为了履行某种道德义

务而克服内心障碍和外部困难的 毅 力 和 能

力
。

有的犯罪人具有正确的道德认识
,

也有

一定的道德情感
, .

但道德意志比较脆弱
,

一

遇挫折
,

如某些个人间题得不到解决
,

便出

现道德上的动摇
,,

不计后果地进行犯罪
,

也

就是说理智没能控制感情
,

道德没有抑制需

要
。

新疆蒋爱珍的持枪杀人案
、

北凉姚锦云

的驾车撞人案等偶发性激愤犯罪都属于这种

情绪支配行为的类型
。

(四 ) 道德认识与道德信念相脱节

道德信念指人们发自内心的对某种道德

义务所具有的坚定信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

能

促使人的道德行为表现出坚定性和一贯性
,

有的犯罪人就未把正确的道德认识转化为坚

定的道德信念
,

如某人为了
“

报喜
” 、 “

请

功
” ,

以侥幸的心理
,

不认真
、

严格地遵守

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
,

进行
“

瞎指挥
”

而造

成重大责任事故的行为
,

就是道德信念不坚

定的表现
。

这种
“

悖德
”

情况在过失犯罪中

比较普遍
.

(五 ) 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相脱节

道德行为指人们在一定的道德认识
、

情

感
、

意志和信念的支配下所采取的具有直接

现实性的步骤
,

是衡量一个人 道 德水 平的

高低
、

道德品质好坏的客观标志
。

看一个人

的道德水平
,

不仅要听其言
,

更重要的是观

其行
.

在现实生活中
,

我们耳闻 目睹了一些
.

先进人物
” 、 “

模范标兵
” 、 “

大学生
”

坠入犯罪泥坑的事例
.

这些人都是满 口共产

主义道德
,

其实是道德败坏的 伪 君 子
,

杀

人
、

抢劫
、

强奸
、

盗窃
、

贪污
、

走私
,

无恶

不 作
.

这种犯罪人具有较大的欺骗性
,

应当

引起人们的警觉
.

总之
,

道德结构的不完整或不平衡
,

说

明行为人的道德品质较差
,

无法抑制自私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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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需要
,

前无法律
” ,

“

需要面前无道德
” 、 “

需要面

这就是一切犯罪人的逻辑
。

列宁指出
: “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

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

想体系的加强
” .

①伦理学认为
,

人的行为

动机按社会价值区分
,

可分为高尚的集体丰

义动机和低级的利己主义动机
。

人的主观心

理若缺乏高尚的集体主义动机
,

低级的利 己

主义动机便会恶性膨涨
,

并表现在客观行为

上
。

犯罪行为所以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

就是

因为行为人接受了错误的伦理观念的影响
。

有些犯罪人甚至形成一套反社会 的道 德 逻

辑
,

犯罪心理不断强化
、

巩固
,

构成犯罪的
“

动力定型
” 。

手段的卑鄙反映着 目的的卑

鄙
,

不 良伦理观念是犯罪人实施故意犯罪的

内在动力和清神支柱
。

不 良伦理观念并不是犯罪人头脑中周有

的
,

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

是在社会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的
。

众所

周知
,

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
,

是我国存

在犯罪的思想根源
。

我国是从旧社会脱胎而

来的
,

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残余和影响仍然

存在
,

这是
“

先天的痕迹
” ;

在 国 际 交 往

中
,

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难免侵入
,

这

是
“

后天的污染
” ;

尤其是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在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
,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沉渣泛起
,

利 己主义道

德甚嚣尘上
,

无政府主义思想波高浪猛
,

是

非
、

荣辱
、

善恶等观念完全颠 倒
,

人 际 关

系
、

物我关系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社会主义性

质
,

这是
“

人为的灾害
” 。

犯罪人的不 良伦

理观念无非是这些腐朽落后的剥削阶级意识

形态在他们头脑中的折光反映
。

剖析 犯 罪

人
、

尤其是惯犯的内心世界
,

不难看出
,

他们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危机
、

精神危机和

道德危机
,

所以
,

才容易接受剥削阶级意识

形态的熏染
。

犯罪人的伦理观念与社会主义

制度格格不入
,

.

与共产主义道德完全对 立
。

(一 ) 个人 主义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

目的总的看法和观点
,

是伦理观念的核心
.

人生观不仅调整着人的行为
,

而且是道德原

则的基础
,

是人生道路上的
“

定 向 器
” 、

“

定位器
”

和
“

发力器
” ,

可 以使行为人决

定 自己的行为路线
,

偏重于满足某些需要而

放弃另一些需要
.

犯罪人的人生观是以利己

主义为核心的
,

都把个人利益的满足视为人

生的出发点和归宿
, “

人不为 己
,

天 诛 地

灭
”

是赤裸裸的表白
。

虽然不同的犯罪人走

上犯舞道路的条件
、

经历不尽相同
,

但个人

主义的人生观对他们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

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加固作用
.

抢劫杀人

犯冯大兴就在日记中写道
:

.

“

一切都不那么

可靠衬最可靠的就是 自己
,

就是
`

我
’ ” ;

“

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
。 ”

有的犯罪人说
:

“

人活着本身就意味着他在为 自 己谋 取私

利
,

只不拉由于各个人的权力和能力不同
,

而

各自谋取的私利有多 有少
,

有大有小而已
。 ”

.

某些人正是在人生信仰上步入歧途
,

歪曲地

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
,

不能正确

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

自己和他人之

间的关系
,

才在错误观念支配下
,

使其不良

的个性倾向不断盆展
,

陷入犯罪的泥坑
。

(二 ) 金钱万能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车活中 的 人 际 关

系
、

物我关系实质内容的判断
,

是道德原则

的内容和道德评价的尺度
。

拜金主义是犯罪

人价值观的内容
.

他们认为
,

金钱能使恶行

变为美德
,

金钱是衡量一切的祛码
. “

人为

财死
,

鸟为食亡
” , “

有钱能使鬼推磨
” ,

等等
,

是一些犯罪人的信条
,

在他们看来
,

“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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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
” .

①
`

心 目中只

有钱
,

从来不想别人
” , “

只要能弄到钱
。

管它是合法还是非法
,

管它是正 道 还 是 邪

道
” ,

这就是一些犯罪人的功利主义的实践

方针和行为路线
。

正是受资产阶级金钱万能

思想的腐蚀
,

盗窃
、

抢劫
、

走私
、

投机倒把

等财产性犯罪才在刑事犯罪 中始终占有极大

比重
。

(三 ) 吃喝玩乐的幸福观

幸福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
,

由于感受到实现了行为目的而引起的精神上

的最高满足
。

在阶级社会里
,

人们对生活的

欲望不同
,

对幸福的理解也千差万别
。

某些

犯罪人把吃喝玩乐视为幸福 的 唯一内容
,

他们任意放纵自己
,

只追求生理 感官 的 快

感
。

根本不知道劳动为乐
,

助人为乐
,

成就

事业为乐
,

只 以利己为乐
,

吃喝为乐
,

低级

下流为乐
。 “

人生在世
,

吃喝二字
” , “

今朝

有酒今朝醉
,

明日无钱再去偷
” , “

宁在花下

死
,

做鬼也风流
”

等等
,

是他们享乐主义的

格言
。

这些人认为
, “

理想是空的
,

政治是

假的
,

前途是渺茫的
,

只有吃喝玩乐是实惠

的
” “

为了享乐
,

受 儿 次 处 罚 算 不 了 什

么
” ,

所以
,

常以能偷能抢
、

能吃能喝
、

能

打能杀
、

强奸妇女
、

流氓淫乱为乐事
,

将自

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

犯罪人奉

行的实质是一种
“

精神蜕化
”

的低级下流的

幸福观
。

(四 ) 哥们义气的友谊观

友谊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人们之

间真挚诚实
、

互相帮助的一种感情
。

友谊观

是评价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之一
。

绝大多数

犯罪人的友谊观受封建行帮
“

江湖义气
”

的

影响
,

不是从是非原则出发
,

而 是 从
“

交

情
”
出发

,

说什么
“

在家靠父母
,

出门靠朋

友
” , “

多个朋友多条路
” ,

拉帮结伙迸行

犯罪
。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 主义国家

里
,

党然有一些男女青少年
,

油香结拜
,

愿

同生同死
,

患难与共
,

组成
“

十八罗汉
” 、

“
十姐妹团

”
,

这些人义气高于是非
,

提倡

.

为朋友两肋插刀
” ,

甚至不惜以身试法
。

有人嫌 自己的胞弟妨碍
“

哥们
”

犯罪
,

便将

弟弟杀害
,

认为
“

结拜兄弟胜过亲兄弟
” ,

有人为了朋友杀人
、

抢劫
,

无恶不作
。

哥们

义气是维系犯罪团伙的纽带
,

特别在青少年

犯罪中尤为突出
,

是某些人陷入犯罪泥坑不

能自拔的重要因素
。

(五 ) 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

自由观是人们对自己能够选择的行为范

围和行为界限的认识
.

自由观集中表现着一

个人的道德品质
。

犯罪人的 自由观就是无政

府主义
,

他们不愿意受任何约束
,

无视社会

公德和法律要求
,

为了满足个人私欲
,

想怎

么干
,

就怎么干
,

形成疯狂的反社会心理
。

号称
“

天老大
,

地老二
,

我 老 三
,, ,

有 学

不上
,

有工不做
,

有田不耕
,

有家不归
,

任

意胡作非为
,

遇偷则偷
,

能抢就抢
,

想杀就

杀
,

是一伙脱组的
“

害群之马
” ,

这是
“

文

化大革命
”

打
、

砸
、

抢之风的
“

后遗症
” 。

(六 ) 亡命称霸的英雄观

英雄是人们内心钦佩并誉为楷模的人
。

英雄观的树立可以指导人的行为方向
.

某些

犯罪人抛开正义
、

是非的前提
,

盲目地认为

敢打敢闹
,

动刀子见血
,

蔑视法纪
,

不怕坐

牢
,

不怕杀头的人是英雄好汉
,

他 们 崇 拜

那些能够
“

称霸
” ,

多次进过 公 安 局
、

法

院
、

监狱的亡命徒
.

有人说
, “

一个人活着
,

只要出人头地
,

名利双收
,

无论使用什么手

段
,

都是英雄好汉
” , “

人与人的关系是狼的

关系
,

撑死胆大的
,

俄死胆小的
” , “

一个

人 只要有胆量
、

有手段
,

就要为自己创造幸

福
.

寻找乐趣
” 。

在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影响

下
,

有的犯罪人胆大妄为
,

不计后果
,

极其

残忍地进行打架斗殴
、

杀人害命
、

强好妇女

织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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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犯罪活动
。

有人用刀刺人时就想
:“

我多
`

棒
’

!我多
`

牛
’

!.

(七 )原始的复仇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不允许个人之间

进行复仇
,

由国家统一行使惩戒权
。

但在现

实生活中
,

许多犯罪是由复仇酿成的
。

某些

犯罪人错误理解了古人
“

威武不能屈
”

的格

言
,

抛弃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温 良恭俭

让的美德
,

洛守着原始落后的个人复仇观
,

若受到某人的欺辱
,

一定要设法进行报复
,

哪怕以身试法
,

鱼死网破
.

犯罪人中普遍存

在着原始的复仇观
.

综上所述
,

变态的人生观
、

畸形的幸福

观
、

不 良的道德观是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内在

动力
.

这些错误的伦理观念流毒甚广
,

危害甚

深
,

是导致某些人成为犯罪后备军的潜在因

素
.

也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一

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

人是环境的产物
,

而环境又 是 人 创 造

的
。

任何道德要求都是通过个人的实践实现

的
,

人们的道德品质是形成社会道德风尚的

基础
.

反过来
,

社会的道德风 尚又是形成个人

道德品质的环境和条件
.

人在一定的客观条

件下
,

有选择某种行为方式的主观能动性
.

行为人选择何种行为
,

一受个人 利 益 的 影

响
.

二受道德评价的制约
。

所谓道德评价
,

是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的

判断
.

社会评价是由舆论实现的
,

自我评价

是由反省进行的
.

舆论是群众的
“

裁判
” ,

良知是内心的
“

法庭
” 。

犯罪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要进行自我

的道德评价
.

多数犯罪人实施犯罪以后
,

能

够通过共产主义道德及社会公德 的 自觉 意

识
,

对 自己行为的危害后果和不 良影响作出

否定的评价
,

感到内疚
、

悔恨
,

表示认罪服

法
,

争取重新做 人
。

但足
,

也有极少数犯罪

少
、

习惯用颠倒的是非观念即不良道德观念评

价 自己的犯菲行为
.

以行凶作恶为英雄
,

以

偷窃为本领
,

以吃喝玩乐为幸福
,

对犯罪结

果感到满足和兴奋
.

这种与社会公德格格不

入的自我评价
,

歪曲地反映了行为性质
,

极

易导致一错再错
,

一犯再犯
。

用共产主义道

德启发犯罪人的良知
,

是矫正犯罪心理的关

键环节
。

道德的社会评价是影响行为人心理的一

个重要方面
.

人都有接受社会评价的意愿
,

即使不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
,

至少也是他
,

最接近的小团体的道德评价
。

个人行为所直

接接受 ( 即能够感知 ) 的社会评价源于他所

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团体
.

有些犯罪人为什么

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

就是因为他始终

接受着不 良小环境的消极影响
,

其犯罪行为

在犯罪团伙中受到错误的评价
,

如
“

见钱不

偷等于丢
” , “

不 出卖朋友是好汉
” , `

为朋

友拚命够义气
” , “

进公安局越多越硬气
” .

有一个女流氓讥讽惯 窃犯 高某 (男
、

1 7

岁 ) 说
: “

只会掏包
,

没别的能耐
,

算不得

男子汉
” 。

高某一怒之下
,

白天闯进某医院
,

砍死病人
,

抢走手表
。

然后
,

将菜刀
、

血衣
、

手表扔到女流氓面前
,

说
: “

怎么样? 够不

够男子汉? ”

高某就是依她的社会评价
,

用

惨无人道的行为显示自己是个
“

英雄
, .

我

们也可 以举出很多事例说明有些犯罪人就是

在亲属
、

朋友
、

群众的谴责
、

批评
、

教育下

良心发现
,

蟠然悔悟
,

或中止犯罪
,

或投案

自首
。

可见
,

接触什么人
,

接受何种道德评

价
,

对一个人的伦理观念有很大影响
,

可谓
“

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 .

社会风气是
“

无声
”

的道德评价
,

对犯

罪也有着相当的影响
,

如果广大公民的道德

水平较高
,

积极地
、

勇敢地与坏人坏事作斗

争
,

那对犯罪就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犯罪人

就不敢轻举妄动
。

反之
,

如果人们的道德水

平较低
,

各自明哲保身
,

对犯罪行为无动于

衷
,

那就会助长犯罪人的嚣张气焰
,

实行犯

雏使有降无恐
,

甚至 以 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得



到人们的支持或默许
.

显然
,

人们的道德水

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风气的好坏
,

反过来
,

社会风气的好坏也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水平的

高低
,

这是两个制约犯罪率的重要因素
.

道德评价的正确性和广泛性是一个社会

道德水平高低的客观标志
.

道德评价的对象

是人 的行为及其心灵
,

正确的评价可以抑制

犯罪
,

调整行为人的道德结构
;
错误的道德

评价能够导致犯罪
,

强化行为人 的不 良道

德
。

因此
,

创造一个
“

犯罪 行 为
,

人 人 喊

打
,

的社会环境是极为必要的
.

四

研究犯罪的 目的
,

是要预防犯罪
、

减少

犯罪乃至最终消灭犯罪
.

不 良伦理观念既然

是犯罪的精神支柱
,

那么
,

在物质文明建设

的同时
,

大力建设精神文明
,

加强共产主义

道德教育
,

净化社会风尚
,

消除剥削阶级意

识形态的污染
,

便成为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

和核心内容
。

最近
,

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了
“

讲理想
、

守纪律
”

的间题
,

这是根除
“

文

化大革命
”

后遗症的当务之急
.

共产主义道德的内容很多
,

进行教育时

一定要有针对性
,

至于如何进行教育
,

无须

本文赘述
,

但有儿个间题
,

值得注意
.

第一
,

为了坚持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

义原则
,

必须批判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
.

应

该指出
,

多为本单位群众谋利益的
,

不一定

就是好厂 长
,

好经理
。

在现实生活中
,

有些

企业负责人或主管人员
,

以集体的名义进行

走私贩私
、

投机倒把
、

偷税漏税
、

假冒商标

等违法犯罪活动
,

虽然他们声称
“

为了集体

的利益
” ,

获利也未全部装入个人腰包
,

但

并不能改变行为的危害社会的性质
.

其实这

是一种狭隘的小团体主义
,

是披着集体主义

外衣的扩大 了的个人主义
,

无非是把小集体

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

甚至用损害社会

和国家利益的手段满足小团体的私利
.

这种

做法对社会 主义建设的危害极大
,

不仅使利

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失
,

而且会在患想上腐

蚀群众
,

把人们引导到与国家利益对立的方

面去
.

对以集体名义为
`

集体
”

谋利的违法

犯罪人不能心慈手软
,

应该严肃处理
。

宣传

和强调集体主义原则
,

就是使人们树立共产

主义的远大理想
,

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

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

必要时
,

牺牲个人利

益或局部利益
,

保证集体利益或全局利益
.

第二
,

坚持道德教育的广 泛 性
、

深 入

性
、

持久性
,

注意
.

从小抓起
,

从 小 事 抓

起
” 。

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
.

犯罪人的不 良

伦理观念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
、

巩 固的 过

程
.

青少年正处在智力发育时期
,

世界观和

人生观还没有定型
,

容易接受各种意识形态

影响
,

所以
,

应该在中学增设德育课
,

讲授

道德的基本知识
,

在大学开设伦理学课
,

灌

输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体系
,

强化青少年的

道德认识
.

同时
,

还要不断激发他们的道德

情感
,

促使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信念
,

养成

良好的道德习惯
。

近来
,

开架售书的新华书

店发现个别的大学生
、

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偷

书的现象
。

他们的根据是
“

君子 偷 书 不 为

贼
” , `

小事一桩无伤大体
” 。

马克思主义

认为
,

道德行为的目的和手段 是 辩 证 统一

的
,

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
,

对 立 起 来
.

任

何崇高的 目的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解
,

任何伪善的道德手段也无法掩盖不道德的 目

的
.

同目的不相适应的手段
,

非但达不到预

期的目的
,

反而会歪曲目的 的 性 质
.

偷几

本书固然是小事
,

但
“

千里之 堤
,

溃 于 蚁

穴
” ,

有些人正是由沽小便宜开始
,

被不 良

道德观念在身上打开缺 口
,

逐渐陷入犯罪的

泥坑
.

第三
,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应 紧 密 联

系
,

同时进行
.

遵纪守法是共产主义道德的

一项基本内容
.

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

就无法进行彻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

例如

行为人为给社会除害
,

而将屡教不改一贯危

害社会 的亲属致残
、

杀害的行为
,

这种行 为



户喇卜书
.

州岭 .门令
.

.

升
.

啼卜

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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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在贵阳成立

诩
.

诩
., 卜闷卜诩

.

,
,

矛

去?孟甲、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 日至十九 日
,

在贵阳市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 法 学 研 究 会 成立 大

会
。

出席会议的有从事宪法学研究
、

宪法教学和政法部门实际工作的学者
、

专家一百一十余

人
。

选举王叔文为总干事
,

肖蔚云
、

许祟德
、

于浩成
、

吴家麟
、

浦增元
、

何华辉 为 副 总 干

事
,

廉希圣为秘书长
。

会议集中讨论了现行宪法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

大家认为
,

现行宪法不仅在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

而且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

保障作用
。

它不仅确定 了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的根墓
,

而且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方针

和成果
,

确立了今后改革的指导原则
。

因此
,

现行宪法的贯彻实施将继续推动我国改革的胜

利前进
。

那种认为改革必须变法
,

必须立刻修改宪法的观点
,

是不符合实际的
。

会上还集中讨论了怎样进一步保证宪法实施的问题
.

大家认为现行宪 法 实施 以来
,

在

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但也存在着一些间题
。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是宪法知识还不普及
,

有的群众和干部
,

特别是基层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内容还

不甚了解
。

因此
,

必须加强以普及宪法知识为主的法律常识普及工作
,

鉴于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当前立法负担很重的情况
,

有的同志建议可 以考虑在全国人大设一专门委

员会
,

建立一套违宪审查和诉讼工作制度
,

以进一步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

施职能的具体落实
,

关于
“

违宪
”

的概念
,

一种意见认为
,

应当采取广义解释
,

不管是群众或

国家干部
,

只要违反了宪法规定
,

都是
“

违宪
”

行为
。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
,

这样扩大解

释
,

便于提高人们对宪法的认识
,

增强宪法观念
,

有利于保证宪法的实施
。

另一 种 意 见 认

为
,

所谓
“

违宪
”

主要是指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时发生的违背宪法原则的行为
,

不同于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
.

违宪案件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管
,

第三种意见认为
,

主要

应从违宪行为的内容和实质来看
,

是否构成对宪法确定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的违

犯和破坏
,

不是属于一般的民刑诉讼和行政诉讼管辖的案件
,

也不在于违宪主体是国家工作

人员还是群众
。

持后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
,

这样可 以区别于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
,

可 以保证

宪法监督机构集中力量抓
“

违宪
”

案件
,

更有利于保障宪法的实施
。

极易得到社会的同情
。

行为人为民除害而大

义灭亲
,

确实出于崇高的集体主义动机
,

为

了社会的利抗
、

他人的利益
,

牺牲了 自己的

利益
。

这虽然符合共产主 义道德 的 某 些 原

则
,

但仍不能说这是一种道德行为
。

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
,

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国家统一处

罚
,

任何人都无权加害于侵害人 (正当防卫

例外 )
。

不 允许用家庭私刑予以惩罚
,

更不

能任意杀伤
。

试想
:

若允许杀伤有劣迹的亲

属
,

如何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和 社 会 秩

序 ? 所以这种
“

大义灭亲
”

是违法犯罪的行

为
,

应负刑事责任
。

当然
,

在量刑时应考虑

从轻
、

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

道德教育与法制

教育是相互一致
、

相互促进的
,

偏废任何一

方
,

都是错误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