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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犯罪学》

内容概要

英国伦敦大学韦恩·莫里森教授的《理论犯罪学：从现代到后现代》（法律出版社）是继其《法理学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之后第二本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该书叙述了犯罪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理论发展轨迹，作者开篇叙述时代情绪———迷惑、自我怀
疑和矛盾，展现了本书写作的背景，之后用现代性兴起和高涨的中心主题来叙述犯罪学理论的发展过
程，从古典犯罪学到实证犯罪学，从现代到后现代，力图将犯罪学理论置于一个不同的社会、政治构
架之内和叙述之中。
犯罪学理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变得十分复杂，产生了各种理论，如差异交往论、社会控制论、
标签论、心理分析论、存在主义理论、左派理想主义等等，每种理论结构上都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
因此，融合这些理论并建立一个独立的一般性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理论都建立了自己的世界
观。作者广泛涉猎了哲学、社会学、法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从不同的
视角来审视犯罪学理论，博采众家之长，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犯罪学理论，即在存在主义的基础上去寻
找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中涉及的犯罪发生过程。作者坦言，自己的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
，构成现代性的时间限制和界限到底在何处？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表示一个带来变革的
时代？)，也是诸多视角中的一个，还有待完善。
犯罪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犯罪却离我们并不遥远，犯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并不仅仅是
潜在的犯罪受害者，甚至可能就是潜在的犯罪人。作者不仅系统地叙述了犯罪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并
且指出，犯罪的一般理论必须是社会秩序的一般理论。犯罪就是在现代生活体系中，那些缺乏生产资
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的个人在明显地不具备权力和控制的时候行使权力和控制。犯罪
学就要帮助理解影响这些问题的条件和因素，从而帮助发现那些发展和加强人类相互作用和团结的行
为和生活方式。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西方现实，关注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发展，认为在现代性背景下的
城市市民社会良好的经济状况和信仰公正社会的象征价值都有赖于市民社会的安定，这就要求我们采
取宽容政策，而不是排除和遏制政策。犯罪学理论要把自己作为提供一般社会形式的资料，给予直接
的关注。使“理论犯罪学”同时成为一种“现实犯罪学”。这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
莫里森教授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犯罪学的前沿学术成果，同时告诉中国读者，犯罪学不仅仅是理
论上的学术争论，更应该有深刻的现实关怀。相信《理论犯罪学：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翻译，必将开
阔我国犯罪学研究的视野，帮助犯罪学的研究提升一个层次。
作者韦恩·莫里森教授，伦敦大学法学对外项目主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主要
作品有：《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犯罪学、文明与世界新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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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犯罪学》

作者简介

韦恩·莫里森教授，伦敦大学法学对外项目主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新西兰高
等法院巴律师、沙律师。主要作品除本书外，还有《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犯罪学、文明
与世界新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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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犯罪学》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致谢前言第一章 叙述时代情绪——迷惑、自我怀疑、矛盾？　寻找地点，寻找时间，寻找始
端⋯⋯　旅程，片断⋯⋯现代化　现代世界的问题　反向性及世界可知性原则　犯罪学的研究内容生
来就是有争议的　犯罪学是如何表述的？犯罪学文本是怎样组织的？　古典学派　19世纪的实证主义
　在实证主义发展的初期，犯罪被看作与疾病一样，是可以治愈的自然问题　冲突的主要领域在于犯
罪的概念是什么　20世纪60、70年代犯罪学的语境化阶段　共同意见或功能论模式　多元论模式　冲
突模式　犯罪学核心概念的内涵随着科学视角的变化而变化　当代犯罪学在核心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和将语言游戏作为社会生活的现实予以认可　在多重视角中，生活和生活的意义是后现
代状况的问题　但如果没有自然犯罪，犯罪学怎么会有可以研究的基本现象呢？　由于我们深陷社会
进程的圈子中，也并没有把犯罪学贬为盲目无知的相对主义，因而也不能把犯罪学等同于使现代性让
位于回归基本原理伪装下的前现代势力　目前的观点：原因怀疑论和保守反应　最的的观点：自我和
自我控制的概念作为建立一种一般犯罪理论的基石　作为一般理论主题的相互作用论　关于现代性的
犯罪学的可能性第二章 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的概念　现代性与控制　现代性与文明　现代性是转变的
产物　现代社会生活作为规范工程　现代性的孪生阶段　现代性枯竭了吗？它的力量丧失了吗？　后
现代性，或意识到实现现代性的不可能性？　包含于解放话语中的现代性压力　对个人及团体社会政
治地位的现实进行实证分析的必要性　解放和真实话语影响现代自我　犯罪学与现代性的社会结构　
现代性构成中自由主义的角色第三章 现代性的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埃米尔·迪尔
凯姆和弗里德里奇·尼采简介　⋯⋯第四章 古典犯罪学问题：用法律消除混乱，或如何实现法治并隐
藏早期现代性的混乱第五章 解读古典犯罪学文本：超越单纯的命令而进入系统的合法性第六章 实证
犯罪学之一：寻找犯罪者或称为鸭子问题第七章 实证犯罪学之二：心理学和精神的实证化第八章 实
证犯罪学之三：统计，量化社会道德健康水以及估算自然法则第九章 实证主义和有组织现代性的梦想
第十章 伦理、常态和现代性：日常生活中道德的强度第十一章 地点和犯罪学：从希腊的城邦到后现
代城市第十二章 犯罪学与现代性文化第十三章 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化和犯罪第十四章 标签论与戴维·
马茨阿（David Matza）的著作第十五章 犯罪和存在主义者的尴尬第十六章 现代性、性别与犯罪：从
生物学实例到女权主义诠释第十七章 当代社会的阶层划分与下层阶级的发展第十八章 在后现代主义
中建构犯罪学理论参考书目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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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犯罪学》

精彩短评

1、浮云的概念学

2、简明扼要很重要
3、有些翻译错误，尤其是徐雨衡负责的几个章节，实在太不负责任。不过瑕不掩瑜，这本书值得读
，推荐给法学学位所有专业的同学。
4、抽丝拨茧，分条析理。作者那一大摞的深层次哲学剖析实在需要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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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犯罪学》

精彩书评

1、看完这本六十万字的巨著，先是长吁一口。首先明白三点，1，作者不易，莫里森教授的著作果然
以晦涩难懂为著，姑且不说书籍本身，单一个参考书目就有510册之多，这点绝非十年二十年苦力可读
尽。2，译者不易，犯罪学虽在国内发展受阻，但凤毛麟角之译者绝非等闲之辈，在“译后记”中仍
难免担忧此译唯恐言不达意，连作者都佩服译者“真勇敢”。3，读者不易，此书远非平常教材，更
不是国内市面上奉行“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邋遢学者凑成的，而是一本基于时代变迁的犯罪学理论漂
移分析巨作，前十七章的客观评定只是为了铺垫最后一章的时代困境与途径解脱分析。于是看到此书
的评定却如此低，实属出乎鄙人意外，真不知道敢于评差的读者，是否真心阅读此书。其次阐述我对
该书的展开思路分析。1，在著作最初，莫里森教授首要阐述的是现代性问题及现代性理论家。把学
科的建设建立在哲学发展基础上，即通过哲学——这便是规范工程的涵义。人运用他们理性的力量去
发现某些（假定的）确定性（如纯粹的、稳定的、理性的自我）和组织的原则；通过科学观察——通
过细微世界上可观察的实体，并将人类状况看作是通过恰当应用只是和技术力量解决一系列的社会技
术问题。继而通过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尼采、福柯的理论阐述现代性的困境。2，著作即展开
理论各派的分析，在解读古典犯罪学中，阐述其与刑事司法系统的关联解释早期犯罪学的理论侧重点
；在实证犯罪学中，侧重分析美国三大犯罪学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紧张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进
而分析实证主义和有组织现代性的思想割裂及学科困境探索。3，著作在阐述现代性未能构建一个完
全理性化的社会，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中问题，进而分不同阶段与类别解释后现代主义中伦理与常态、
现实主义、城邦区域分析的困境并且延伸到整个现代性文化，试图提出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化与犯罪定
位。4，著作继续通过标签论、存在主义、下层阶级论与女权主义等思路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困境未能
提供犯罪学足够的解脱途径，拷问我们对于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定位。5，著作最后在阐述在后现代主
义下，如果对实证进行有效的分析与确立，提出困境的一些有可能发展的趋势及方法论。以莫里森教
授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犯罪学，能够把自我怀疑看作是继续（再）构建的基础，而不是绝望的理由
理由。怀疑对于创造来说是必须的，对人类状态的自我怀疑和矛盾是一个基础。我们对一切都持有疑
问，这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而是现代人为寻求更好的人性而采取行动的证据，是意识到偶然性及
它们的社会脆弱性的证据；也就是说，意识到了他们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构建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
。这些是我们难能可贵的反思机会，现代性的重构需要对理论的不断探求，而最后莫里森教授的声明
，也实属谦虚可爱，毕竟后现代性的问题，更多是年轻孩子的行径拉。此书本人做了一万八千字的笔
记，耗时一月才读完，除却赚钱、学习、应酬外能挤出这点闲余，自认也很难得，特此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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