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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后》

内容概要

《破案后》辑录了旅德法律学者周翠三篇关于德国刑事司法案例的系列文章——《破案后》、《世纪
诉讼》和《冤狱五则》，三篇共七则案例。这三篇文章均在《读库》刊发过，其中几个案件有了新的
进展，在单行本中作者也做了相应的增补。
作者梳理了大量相关案件资料，一步步记录下案件审理的进程，让普通读者犹如身临其境观摩了整个
案件的过程；从作者进行的一些必要的文献综述、援引的大量 统计数据和摘译的判决内容中，也能看
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司法状况、法官心证的历程、律师工作的背景以及学者思考的维度。
这些司法档案，不仅仅可资法律工作者镜鉴，也可启迪开蒙大众读者。
本书由读库出品，购买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070215173.13.N4O7Ee&id=4466324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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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后》

作者简介

周翠，1975年生于河北正定。先后求学于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
。现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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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破案后
世纪诉讼
冤狱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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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后》

精彩短评

1、读完真是百感交集，深刻体会到从事法律行业的艰辛，一点疏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总
的体会是德国司法体系终究是“民主的”，因此才有一而再的抗告，这给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以出路，
但缺点是也给无理搅三分的坏人以把柄，读第一个案件时简直要气炸，那人放我朝大概就是打十顿然
后枪毙，当然我并不欣赏这种类似于泄愤的姿态，只是大约“民主”和“专制”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
平衡点，才能得到我们能寻找到的“最不坏的法律体系”吧，毕竟我也认同，法律针对某人施加的不
公构成对所有人的潜在威胁，而只有心怀愧疚的法律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
2、法律从来不是神制约人的条款，而是人来约束自己的条款。因此，我们就是在走独木桥，法律在
上面小心翼翼的前行。而且这条独木桥的前方也看不到任何康庄大道。有的只是越来越窄的桥梁。
3、只有心怀愧疚的法律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
4、作者真是，悲天悯人，难道我们的冤假错案就少吗？
5、法治道路上的一桩桩案件
6、全书仿佛一本七零八落的杂志小报，通读下来觉得为什么一本受众仅限于德国人的书要使用了大
量翻译腔的中文去写。作者在后记中表示为晦涩的文字和拘谨的写作方式道歉，没错，伊应该这么做
。
7、非常棒的刑事法庭档案分析综述。都是非常棒的影视素材。
8、\读库爸爸/
9、虽然很多专业内容并不太懂，但整本书的角度和冷静旁观的文字我很喜欢。
10、惊心
11、好书。作者写得认真。德国人也是真纠结。
12、真相呢？证据呢？不懂法律分分钟被人玩死
13、书中的七个刑事案例，以及案例之后延展开的对刑事司法上程序与实体的探讨，让人深深的感叹
，法治社会离我们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近是说好像我们人人都活在法治社会之中；远是说，即便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也认为比起德国人严谨的思辨，我们还差得太远。感谢2016年底偶遇了这本小书
，让我从案例中读到了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些道理，思考了一些人生。
14、看《万历十五年》，讲德治国；看《破案后》，讲法治国。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体制不同，但
都有各自的问题。两本书偶然一起看，很有趣。
15、很不错的书
16、“每一桩错误都是万丈深渊，坠落其中的人粉身碎骨。”每一个案件都是影视化的绝佳题材，人
性的善与恶，法律与道德的碰撞，法治国⋯⋯小开本不大适合这本书。
17、什么是真民主？什么是伪民主？高下立判。即便很多看似徒劳的事情，也一丝不苟，民族的性格
和精神由此可见一般，国家基本法里对法西斯的反思更是让人钦佩。人为什么有德国制造，我们为什
么不行，值得思考
18、因为不是法律专业的，读到后面对深硬的法律条文和专业术语有点麻木了，但还是很不错的一本
课外读物，了解不同国家体制下依法治国的概念。
19、这就是法治国
20、法制不完美，其美好之处是固定框架下合理的宽容。个体对法律的灵活利用和在媒体帮助下社会
的思辨，都是促进法律不断完善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相形见绌。
21、第一个谋杀还挺正常；有个案子全家是智障，证言和物证对不上遂无头案；还有2个案子已经进入
女士诬告qj造冤案的境界了⋯⋯
22、不明觉厉
23、起初，他的敌人是自己。后来，他的敌人只余自己。
24、书中的情节很有看美剧悬疑片的感觉，法理和民主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只能是一点的去
试着修正。
25、每个人都是一潭深渊，他人俯望时头晕目眩。
26、简单有趣
27、即被污染或者非法获得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即使这个证据赤裸裸的证明嫌疑人就是罪犯。
道德与法律的不一致性——一个国家只能适用一种法律秩序，但有时却可能存在完全不同或者相互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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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后》

盾的道德。认为某人在不重要的问题上撒谎就会在核心问题上撒谎的观点，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误解。
虚假自白，自白比翻供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一种广泛的误解。法院针对某人施加的不公也构成对所
有人潜在的威胁。每一桩错误都是万丈深渊，坠落其中的人粉身碎骨。永远没有完美的制度，但却有
永远值得去思辨的进化空间。
28、作为外行真的只是看看热闹，太多冗长的专业术语看的云里雾里的。但还是感慨于德国司法体制
的强大以及不断的纠错思考和成长
29、大开眼界
30、大开眼界，德国人严谨到有些偏激的民族气质蕴含其中。但主要还是给我开了一扇没见过的天窗
。
31、写作语言像是讲故事，虽然把事件讲述得有趣而不至于太过枯燥，但某些语言，如“浮云”，显
得不合适。结尾处评论太过煽情而显得不客观。另外，关于引用，一会儿脚注一会儿出现在文中，导
致需要回看法条时不方便。
32、非常喜欢这本书，算是延续了读库出品的一贯好水准。再次验证一个观点：法律不是正义本身，
律师是需要学会演绎技巧的攻防手。
33、法治之路漫漫 很多东西总是切切觉得会等到 慢慢才承认其实并不是
34、程序法的重要性。
35、对法律尤其德国的司法有了一些了解，启发性的读物，但是可读性太差了
36、就⋯还行啊⋯（主要是作者一个案子写完总写一段感动中国那种结语是个什么写作风格
37、没有万能的制度，也没有万全的法律。法官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关键是如何避免犯错，乃至
犯错后如何纠错。对于大众，这本书的阅读畅快感非常强，也算启蒙之书。
38、司法程序谨慎繁琐 大概也是德国法制相对健全防止民粹的一种表现了吧
39、好书，如何用理性和公平正义来努力解答看似无解的复杂过往～

40、讲真的，买之前没啥映像，读后发现好像看过，问小伙伴，说读库已经刊登过。但是，读库的选
文，真的是看过就忘记啊。。。
41、法律这个领域对我而言是全新的，看了之后那冗长的诉讼过程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以后要适当再
读几本法律书，完善自己的阅读菜单。
42、中国
43、确实读起来有点费劲，难懂，但还是不错的，也算是了解法律的途径
44、不是我的菜
45、我敢断言，所有这7个故事一定会不止一次的重演，与其把它们看成档案，不如是伟大的预言～
46、慕尼黑大学的刑法教授Roxin 撰文表示，刑事作案人作践了受害人的尊严，但这并不使得国家有
正当理由侵犯作案人的尊严；道德上处于优越地位的国家，不应降级采用罪犯使用的方法。
47、虽非法学相关专业，读起来并不觉得很有趣，可是读完就令人陷入感叹和思索：这就是法制，法
治成长道路的轨迹。
48、法律永远有机可趁 唯有在神的国度里才有真正的公义
49、读库出品的小书，第一个案例听老六的视频讲了，读了更加唏嘘，要是在我国早已被道德讨伐而
不可能保护嫌疑人的权利，这方面的对抗可能会越来越多。后面的冤案看来是共性问题，同样的案例
也在推进法制的前进。除了大段的法律语言，其他都不错。20160629
50、43-58页有重复且缺失59-74页，这是图书编辑的重大失误吧！德国刑法不承认毒树之果，又一个小
知识点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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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好看虽然是只有3篇文章的小册子 虽然这些文章在《读库》上刊发过（其中几个有新进展的案件作
者做了相应增补） 虽然由于预设读者是法律人因而文本有晦涩的部分.有人利用了法律 也有人被法律
“调戏”完美的制度  不存在即使是在民族品质通常由严谨和缜密代表的德国但“同志”可以努力.“
现代生活的精髓在于自治 这也意味着自我负责”“只有心怀愧疚的法律人 才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
所以 无论是谁 都要心怀戒律地与时俱进吧.“专家降低风险 专家承担风险 而专家本身也可能是风险” 
这是一位律师谈到精神学医师做被告鉴定人时说的呵 其他方面的“专家”也许更糟 因为恐怕只有最
后一点成立.提到7个案件感觉都能拍成美剧
2、很小一本书，介绍德国的几个真实司法案例。断断续续花了半个月才读完。读这么慢一方面是因
为睡的晚过后，没敢凌晨三四点开灯看书，打扰太太清梦。另一方面，是作者言简意赅，能在一本小
书里面塞下海量内容。所以我才读的慢，但同时我也觉得买这本书很赚。法律判决关乎事实和法律，
证据和法官的自由心证。这些需要很强的逻辑思考才能理解。同时再看案件当事人的各种上诉理由和
上级法院的支持或驳回判决，处处也是充满了逻辑挑战。这让崇拜瓦肯人的我无比欢愉。读书的过程
我就像在做逻辑思维的瑜伽，虽然艰难，但是能感受到自己思维的一次次拉伸。另外一点关于法律或
者说法治的精神。书中讲了有七八个案例，每个案例都反映了法治精神的一个方面，令人深思，令人
感叹。全书语言简练，表达准确，情感克制，注释详尽。作为一个法律门外汉，我读起来也不会觉得
有丝毫障碍。实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感谢读库把这样的好货挖出来出版。感谢作者周翠，我考虑找
你写的别的书也读一下。
3、《破案后-德国刑事司法档案》小评任何法律的建著都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德国也不例外，在
纳粹阴影下，德国将不受践踏的尊严置于宪法首例，而对生命保护则列在其后，于是周翠整理了七个
案例来剖视这个法治国的刚韧与隙缝，有人在利用法律也有人被法律嘲弄，永远没有完美的制度，但
却有永远值得去思辨的进化空间，这是一个被认为世界上最缜密的民族制定出来的法律，而这堵墙依
然会透风。老六摘取了周翠刑事笔记中的三个故事，然后把这本还热腾腾的书在年初设计出版，所以
很多案例的最终判决都是在去年年底才有定论，说实话，案例回顾的详尽和法理剖析的缜密都是上乘
的作品，只是装帧设计这块老六有些过了，小开本的设计让内文字号变得极小，阅读起来极其吃力，
尤其是这类法理书，设计很美好，但阅读感受真的一点也不美好。书很棒，只摘几句感受较深的句子
分享下，建议大家买一本来读，“很精致”。1.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第一句一“人的尊严不
可侵犯”。2.德国法庭严正指出：尊重人的尊严是法治国的基础。制宪者有意将其置于宪法开首，而
将生存和身体不受损害权放在《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德意志共和国的
诞生文件清晰表明：议会成员对纳粹极权时代的恐怖行为记忆犹新，他们立意使类似的事情永不再发
生，并通过宪法的法条位置安排为这样的企图设置了牢固的藩篱。人，永不应再作为“国家欲从中压
榨的信息之载体”被对待，即便这出于正义的目的。故而，立宪者在《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
款明确排除了变第一条的可能性（所谓的“永恒条款”）。随后，法庭在对学者的争鸣观点进行一一
阐述与探讨的基础上重申：《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的“尊严保护”具有绝对价值，若为此设定
例外，就意味着“冲破禁忌”。3.人的尊严是天赋的不可转让的内在价值，其又分为最低物质生存权
、自主自我发展权、思想与精神完整权、免受极端痛苦的自由权、信息自我决定权、平等权、受到最
低尊重的权利等。4.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无证人的情况下与陌生女人在—起！男人从拥有一定的知名
度起，就特别容易成为伪造虚假指控的女人的目标。5.现代生活的精髓在于自治，这也意味着自我负
责。弗洛伊德说：“长生不死与自制自教是人类永远不能做到的事。”诚然。6.只有心怀愧疚的法律
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7.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时无屋，就不必建造；谁此刻
孤独，就永远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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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破案后》的笔记-第213页

        为了取悦可能的受害人，无罪推定原则实际被推翻，如果保护受害人导致我们忽视了至关重要的
原则，那就会导致错判。
道德舆论、简单化的贴标签，事实就在其中被淹没，根本听不到嫌疑人的声音。

2、《破案后》的笔记-第206页

        专家降低风险，专家承担风险，而专家本身也可能是风险，因为知识无止境而知识更新的过程愈
来愈快，如果专家刻意或无意隐瞒他对自身知识的不确定性，这就构成危险。而且，专家与外行之间
的“知识不对称”，以及专家最轻微的错误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效果不对称”），也是错误的
根源。
专家可信否？如何信任专家？一方面是提高办案效率，一方面又增加了办案桎梏。如何设计如何杜绝
，唯有人心

3、《破案后》的笔记-第112页

        现代生活的精髓在于自治，这也意味着自我负责。
弗洛伊德说：”长生不死与自制自教师人类永远不能做到的事。”诚然。
⋯⋯
公正与不偏不倚，是法官和检察官的职责所在，但也是媒体人应当遵循的戒律。在这样一个网络信息
时代，谨慎与适度，是司法人员、媒体工作者也是民众的美德。

4、《破案后》的笔记-第129页

        “警方的讯问充满纠问式和诱导性提问，对任何人都不该这样讯问。嫌疑人不能自证其罪

5、《破案后》的笔记-第100页

        虽然《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句也规定了报道与出版自由，但是刑事侦查阶段乃至判决
发生既判力之前，报道利益与隐私（人格权）相比居后受到保护。仅当媒体报道的内容与刑事行为有
直接关联、旨在说明行为动机或行为要件以及对于评价罪责显得重要时，媒体的报道利益方才值得保
护。一言蔽之，在刑事侦查程序进程中直至判决发生既判力之前，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媒体负有严谨调
查信息的义务，以及谨慎与适中报道的义务。
为了新闻效应，添油加醋，通过煽动无知群众影响正常司法程序，进而导致案件出现本不应该的结局
。第四权力的管束还是要靠自觉，不要等到被迫管束时，又丧失了言论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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