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版序言】

此番， 《法官因何错判》 被译为中文出

版了。 拙著能够被介绍到我自幼便敬仰的中

国， 不禁颇为感慨。

……

日本司法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 例如审

判耗时长久、 是否有既廉价又轻松的诉讼方

法、 是否存在令民众作为主体参与审判的形

态等。 责任编辑告诉我， 我既有身为法官参

与审判的经历， 又有作为律师从事实务的经

验， 出书谈谈日本司法情况最为合适。 经过

司法修习后， 我当了 25 年法官， 之后便从

事律师工作， 直至今日。

在法官任职期间， 我曾经参与日本辩护

士(律师)?合会 (“日辩联” )， 最初便支持

“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 的再审开始决定。

在此之前， 日本已有死刑犯四人通过再审无

罪释放的先例， 德岛事件本身也可谓是明显

的冤假错案。 因此， 既然言及司法改革， 势

必要对造成冤假错案的审判体系加以审视。

为此， 在分析日本刑事审判体系的基础上，

必然要对法官作为市民的生活实态、 身为官

僚的工作实情加以真实的考察。 因此， 虽然

我力所不及， 却也毫无保留地诉诸笔墨。

各国司法制度的现实与其评价因国情而

有所差异， 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与日本迥然

不同， 中国读者究竟以何种心态来阅读此

书， 委实难以预测……

秋山贤三

【编辑推荐】

本书从一位有多年法官和律师从

业经验的日本法律人的视角， 对日本

及大陆法系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诉讼基

本结构、 法官和律师的角色、 错判和

冤案的成因都作出了精彩而独到的叙

述与分析。 作者通过对自己亲手办理

过的三个刑事案件的讨论， 深入描绘

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各种实体和程

序性 “陷阱”， 并对预防和纠正错案

的制度性保障做了有益的学理性探

讨。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尤

其是刑事程序改革而言， 这是一块他

山之玉， 值得国内的法学学生、 学者

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广泛关注。

专家评论

冤案何以产生 ， 又如何避

免？ 这是中外刑事司法的共性话

题。 作者具有法官和律师的双重

职业背景，在他眼中，日本刑事司

法的最大问题， 就是未能恪守超

越合理怀疑程度的证明标准，由

此冤案频生。这一“将痛切体会之

事直率成文”的感悟，又何尝不适

用于当下的中国司法！

———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冤案是在构造上产生的。

如果在审判上没有不断自我注意

与警戒， 很有可能导致错判， 产

生冤案。” 本书正是作者基于自

己先后长期从事法官和刑辩律师

职业的经验与反思对这种 “构

造” 进行的深入分析。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

原法学院教授）

这本小书浓缩了作者 40 年

法律职业生涯的经验与智慧， 描

绘了日本法官的生活样态， 理清

了法官为何错判的内在逻辑。 用

朴实的语言， 讲清了为何 “定纠

纷、 决生死” 的法官失去自省精

神 、 沦为冤案制造者的耸人现

实。

———支振锋 （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主要是在 “讲故事 ”，

但更像是法律民族志的写作。 作

者不仅做到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

“视域融合”， 同时又能对法官错

判背后的刑事司法体系、 事实认

定问题加以整体审视。 因此， 这

是一本既有阅读魅力又有学术品

味的书。

———侯猛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假如法官判断失误， 后果将会怎样？ 影

响一个人一生的误判与冤案， 背后究竟发生

了什么？ 作者曾经作为一名法官直接参与诸

多再审案件， 在他笔下， 法官日常生活与职

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暴露。 站在法官与

律师的立场， 作者详尽分析了日本司法制度

存在的诸多弊端， 明确指出法官必须如何面

对审判才能真正捍卫正义， 真正为本国人民

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来自近邻日本的鲜

活体认与反思当为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司法

改革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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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 26?到 50?， 这段人生精力巅峰的

时期， 我是以法官的身份度过的。 1991 年

我从法官职位上卸任， 开始了律师生涯。

法官和律师的共同点都是从事法律工

作， 都会与普通市民相遇在他们一生中最重

要且最艰难的时刻。 虽说如此， 当我离开一

份得心应手的工作， 转而去重新适应新环境

时， 还是难免焦头烂额。

与法官相比， 律师或多或少离市民更近

些， ?系也更为紧密。 前来事务所的咨询者

基本都处在人生一个艰难的时刻。 例如， 自

己的公司只能拒付票据， 却又担心债权者会

蜂拥而至， 自己会受到人身威胁， 甚至担心

到几乎想趁夜外逃。 还有一脸焦虑的父母前

来咨询， 孩子做坏事被逮捕， 该如何是好。

法官作为最终判决者， 在整个事件的解

决中至关重要。 然而法官面对事件当事人，

只能借审理或审问的机会提问， 阅读记录，

依照法律程序思考， 公平地作出判决， 这便

是法官的工作。 一旦出现不解之处、 疑问之

点， 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却又无法直接询

问当事人， 只得间接要求检察官与辩护人进

一步说明。 此时， 便会产生不甚了解普通市

民现实情况的误会， 恐怕就会导致错判。

法官“最后的避难所” 就是“检察官负

有举证责任” 的原则。 简言之， 在刑事审判

中， 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在检方， 所以， 一

旦法官认为检察官并未提供“超过合理质疑

程度的证明”， 那么便可作出无罪判决。 因

此， 法官必须认定检察官在起诉事实中是否

尽到举证责任， 一旦宣告有罪， 法官就必须

作出适当的量刑。

法官与律师在市民社会中各有分工， 只

有各司其职， 方能为健全的市民社会作出贡

献。 这便是日本法官、 律师与市民之间“应

有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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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考察了世界各国宪法

文本具体规定， 对主要发达国

家的司法实践进行梳理。 通过

对西方典型国家如何在立法、

行政和司法中践行宪法上人的

尊严的分析比较， 总结出人的

尊严之宪法保障的一般原理、

技术及适用模式。 根据我国的

实际情况， 探讨了我国贯彻人

的尊严的可行性及愿景。

本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结合对 200 多个真实刑事案例

的分析， 将看上去比较抽象、

呆板的法律条文变成真实可见

的生活行为规则 ， 以更加具

体、 形象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

前 ， 大大增加了教材的可读

性。 这是一本面向社会公众的

刑事法教材， 是每个公民了解

我国刑法的良好读物。

作者以不同的视角， 观察

和叙写了曾被历史和他人书

写 、 评介过多次的诸如吴三

桂、 曾国藩、 慈禧、 朱元璋等

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

中国的科举制度 、 残忍的酷

刑、 满族的汉化、 隐士的真相

等历史事件， 探究了特定时期

的人性， 给人以新鲜的阅读体

验和发人深省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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