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 拟证明被告所刻写的 “俊” 字是正确的。

我们常看到英美法

系的译作， 但却少见介

绍日本司法的书。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的书

就试图为我们再现日本

近百年来的司法历程。

明治 22 年， 明治 《宪法》 公布。 翌

年， 《法院构成法》 公布。 从那时起， 日

本的近代司法体制得以确立。 此后一百多

年间， 从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 到昭和的

战前时期战争时期与战后时期， 再到刚刚

过去的平成时代， 各时期都发生过不少大

案。 夏树静子便从中挑选了 “对司法审判

具有深刻意义” 以及 “对后面的时代极具

影响” 的 12 个案件， 用简洁易懂的方式，

以文学的手法， 讲述与司法相遇的日本。

其实夏树静子本是个推理小说家， 她

在这本书里也像写小说一样从一切开始的

现场写起， 让原本无趣枯燥的司法审判一

下子变得生动起来， 现场感十足。

但除了是小说家外， 夏树静子还有另

一个身份———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指名咨

询委员会委员。 这个身份帮助她在写作这

本书的时候， 可以容易得到很多法官、 检

察官的帮助， 收集更多完备详实的资料。

期待我们也有这样的作家， 能够用精

彩的作品， 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了解我国家

司法制度的发展进程， 从而认同、 关心和

支持司法改革。 毕竟， 司法改革的进程，

永远不仅仅是法律人自己的事情。 王睿卿

从 12大案看

百年日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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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碑人刻死者名字引争议
法院驳回家属索赔诉讼请求

因疑老板少结算工资

盗卖公司财物获刑6个月

胡某因怀疑老板少结算了工资， 便动起了盗取公司财物

变卖的“歪脑筋”， 结果， 该男子以这种“维权” 方式让自

己锒铛入狱。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 6个月， 并罚处金 7000元。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胡某系被害人林某工厂员工， 2017

年底二人因工资结算问题产生纠纷。 2018 年 1 月 11 日， 被

告人胡某来到被害人林某位于青云谱区的仓库， 用其之前持

有的钥匙打开库房门， 盗取了库房内的槽钢边角料、 1 台三

厢切割机等废旧物品， 并以 2200 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 经

鉴定， 上述被盗物品价值共计 2897.22元。

2018 年 2 月 2 日， 被告人胡某再次来到上述仓库， 用

木棍撬开库房的铁窗并用切割机切断院子铁门的 U 型锁后，

盗取了库房内的 3 台三厢电焊机、 1 台角向磨光机及若干废

旧电缆、 废铁等设备， 并以 60元的价格出售给废品收购站。

经鉴定， 上述被盗物品价值共计 3924.93 元 （废铁及电缆未

被估价）。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他

人财物价值 6822.15 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鉴于被告人胡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又当庭

自愿认罪， 具有坦白情况， 依法可从轻处罚。

王睿卿 整理

广告牌砸伤行人

法院判赔 21.7万元

近日，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

餐饮公司的广告牌被风吹倒， 意外砸伤行人的案件， 餐饮

公司被当庭判决赔偿海某 217490元。

2018 年 7 月 11 日， 无锡某餐饮公司在举办龙虾节，

制作了拱门并悬挂了广告牌。 海某在步行通过餐饮公司门

口时， 广告牌突然被风吹倒砸向了海某。 海某顿觉腰间和

右脚踝传来阵阵剧痛， 无法站立。 广告牌负责人张某立即

将海某送往医院， 医生诊断为腰椎骨折， 右腓骨下端骨

折， 右内踝后踝骨折伴踝关节脱落。 事故给海某的生活带

来了不小的影响， 遂诉至法院， 要求餐饮公司赔偿其营养

费、 护理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 26万余元。

在庭审中， 被告餐饮公司辩称， 龙虾节是其和另外一

家公司合办的， 餐饮公司仅提供菜品和场地， 广告牌是由

合作公司制作的。 发生事故后， 合作公司不愿意出面， 所

以由其出面处理， 但不代表认可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 海某腰椎损伤伤残等级为九级， 右踝关

节损伤为十级。 法院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海某主张餐饮公司系广告牌的管

理者， 由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为证， 餐饮公司亦认可广告牌

系其与其他公司合办龙虾节而制作， 故法院对海某的主张

予以支持， 判决餐饮公司赔偿海某各项损失 217490元。

私接电线抽水至鱼塘

致人死亡获刑1年6个月

近日，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过失致

人死亡罪案件， 被告人艾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 个月， 缓

刑二年。

据悉， 因自家鱼塘缺水， 2018 年 7 月 31 日下午， 被告

人艾某私自从冷水滩区牛角坝某小溪 （俗称 “港子”） 边的

一根电线杆上搭设了一组电线， 连接到自家的水泵上， 从小

溪中往鱼塘抽水。

2018 年 7 月 31 日当天抽完水后， 艾某将水泵一端的电

线扯掉后即离开， 而电线的另一端仍搭设在电线杆上。

2018 年 8 月 2 日下午 15 时许， 艾某到小溪边准备将电

线收回， 发现同村村民罗某手持一把铁质镰刀倒在水泵边的

电线上身亡。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

具 [2018] 法医病理检字第 F-232 号 《司法鉴定意见书》，

认定罗某系因电击死亡。

法院认为， 被告人艾某私自搭设电线致人触电身亡， 其

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艾某犯过

失致人死亡罪罪名成立。

案发后， 被告人艾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认罪态

度好， 并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亲属

的谅解， 可酌情从轻处罚。

主笔 话闲

  一位制碑人应死者亲属要求， 为死者制

作墓碑并刻制碑文。 当看到制作完成的墓碑

时， 死者亲属感到不满： 死者名字明明是

“俊”， 怎么给刻成了其他字？ 一怒之下他们

将制碑人打伤， 并将制碑人告上法庭， 以制

碑人侵犯了死者的姓名权为由索要赔偿。

结果， 原来是一场“不认得字” 引起的

误会。

5月 15日，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审结这

起人格权纠纷案，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 张某某 （女）、 吴某

锋、 吴某东三原告的亲属吴某俊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去世， 三原告向被告陈某某支付

410 元的刻碑装照片封墓款， 由被告陈某某

为吴某俊的墓碑刻字。 后被告陈某某以隶书

字体在墓碑上刻了吴某俊姓名。

2018 年 10 月 29 日， 三原告在潼阳镇

公墓安葬吴某俊时， 原告吴某锋以被告陈某

某在墓碑上刻的“俊” 字系错别字， 与被告

陈某某发生争执并厮打， 在厮打过程中致被

告陈某某受伤。 后三原告以被告陈某某侵犯

姓名权为由提起案件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陈

某某赔偿精神抚慰金 10000 元 （其中吴某锋

在庭审前撤诉）。

原告诉称： 原告张某某的配偶吴某俊去

世， 张某某等三人向陈某某支付刻碑装照片

封墓款。 但张某某等三人为吴某俊安葬时，

发现陈某某将“俊” 字写成了家里人都不认

识的字， 认为陈某某刻的字侵犯了死者的姓

名权， 对原告一家人造成了精神伤害， 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陈某某： 1.按照通用现代汉字

重做墓碑并装照片及封墓； 2.向原告赔礼道

歉； 3.给付原告精神抚慰金 10000元。

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 从百度网页

打印的“俊” 字隶书的十种写法， 证明没有

被告所刻的“俊” 字字体。

被告辩称： 三原告的亲属吴某俊去世

后， 被告为其墓碑刻字属实， 双方对墓碑上

的字体未作约定， 被告在墓碑上所刻的

“俊” 字是隶体， 并无过错， 且原告所打印

的“俊” 字写法并不能证明被告所刻的

“俊” 字是错字， 被告没有侵犯原告亲属吴

某俊的人格权， 也没有给原告造成精神损

害，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 上海书画出

版社出版的 《历代实用隶书字汇》， 该书

278 页中注明“俊” 字就是所刻写在墓碑上

的字体， 是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所写， 拟证明

被告所刻写的“俊” 字是正确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三条规定： “自然人死亡后， 其近

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 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以侮辱、 诽谤、

贬损、 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

德的其他方式， 侵害死者姓名、 肖像、 名

誉、 荣誉……” 本案中， 被告陈某某没有以

上述方式侵害原告亲属吴某俊的姓名， 故原

告张某某、 吴某东要求被告陈某某赔礼道

歉、 赔偿精神抚慰金 10000元， 无事实及法

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亲属吴某俊墓碑上姓名所用字

体， 双方未作特别约定， 被告以隶书字体刻

字并无不当； 对于原告主张其亲属吴某俊墓

碑上“俊” 字的隶书字体为错别字问题，被

告提供了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实用

隶书字汇》及原告提供的从百度下载“俊”字

10 种隶书书法中，均有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书

写的隶体“俊”字，与原告亲属吴某俊墓碑上

“俊” 字隶书字体在整体布局上基本相同，仅

是在最后一笔斜捺上略有不同， 不能据此认

定为错别字，故原告张某某、 吴某东该主张

不能成立， 对其要求被告陈某某按照通用现

代汉字重做墓碑并装照片及封墓的请求不予

支持。 原告吴某锋撤回诉讼， 是对其诉讼权

利的处分， 不违反法律规定， 予以准许。

调解不成，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驳

回原告张某某、 吴某东的诉讼请求。

（来源： 人民法院报）

原告认为， 墓碑上的 “俊” 刻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