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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刑，一直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最严厉、残酷的刑罚

；死刑，一度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志，国际的接轨

，很多的人在开始关注中国死刑的问题，尤其是喜欢和外国

进行比较，尤其是美国很多的州没有死刑，但是仍然是有序

的进行国家的管理。于是针对死刑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关注

的理由，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毕竟死刑是一个

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流传下来的一个瑰宝。因为死刑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为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朝代的复兴和更迭作出

过巨大的贡献；同样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都中

死刑也曾经为人间带来了许多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前社会，

我国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依法治国，并且提出了

构建和谐社会的英明决策，当然在和谐社会中，和谐司法一

度成为法律界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于是在民事案件中，大力

的发扬调解的功能，当然双方有对立公堂到握手言和，确实

是法官巨大的庭审驾驭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体现，甚至要

求在立案庭就开始进行调解和解，包括刑事案件在内也要求

进行针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和解。在和谐司法的口号下，我

国刑法的死刑问题却成为了一个不能不说的问题。我国对死

刑的态度十分的明确就是保留死刑，慎用死刑。在我们的刑

法中针对死刑的限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在年龄人、性别

上、罪刑性质上等进行严格的限制，并且创造了死刑缓期两



年的死刑执行制度。但是，这些规定仍不能体现对人权的保

障，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仍旧有差别的。于是针对死刑的问

题，国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动作最大的就是两个地方，一

是死刑二审案件，二审法院必须亲自开庭；二是将死刑复核

权直接收归到最高人民法院。并且为了配合这两个问题的贯

彻与执行，(以下简称通知)。这个通知中详细的规定了公检

法等机关在具体办理死刑案件中应该遵守的具体规定。今天

我想要说的是通知的（四）审判第40条规定：死刑案件复核

期间，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听取意见要求的，应当听取

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

应当附卷。本通知的（五）执行部分中第45条，本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罪犯

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罪犯提出会见 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

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罪犯

的近亲属。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并及时安排会见。这一条规定虽然很简单，但是它对于我

来说有很深的意义。我对这一条的理解有很深刻，作为律师

我有很深的体会，因为这一条也许会解决将来律师在办理死

刑案件中的一些弊端。 本通知的第45条规定的是死刑犯在被

执行以前，享有最后的会见权，其实这种执行死刑的方式在

古代已经就存在了。在古代死刑犯在被处决以前，有一个游

街示众的场面。大多数是一些县官在执行监斩，一些士兵在

前面开道，囚车上装着罪犯，一些群众用烂白菜和鸡蛋等杂

物向罪犯乱掷。当然其中也有罪犯的亲属在来面为他送行，

很多的情况下是一些人端着水酒，乞求县官大老爷在罪犯临

走之前在喝上一碗酒，也好上路。一般时候我们的县官大老



爷往往是答应家属的要求，让罪犯将酒一饮而尽，最后将碗

一摔，表现出了自己的豪迈和临危不惧。当然这些在电视里

面的镜头是有些夸张，而且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往往是公开的

，许多的人在围观，这样也好对被害人一个交代，让正义得

到了伸张。同时也警示世人，不要以身试法。 古代的这些执

行死刑的方式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刑事诉

讼法上明确的规定，执行死刑应该公开但不能游街示众，不

能有侮辱被告人的行为。但是，最起码的是，罪犯什么时候

去执行死刑，家属是知道的，是明确的，也好在家中作好准

备工作。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在死刑执行以前，一般是由作出

死刑判决的一审法院负责执行，法官在执行死刑以前，应该

验明正身，询问罪犯是否有无信札和遗物遗言等。但是在具

体是否通知家属的问题上，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作

为律师，亲身经历了的一些案件，对于中国目前的死刑执行

有很多的疑问，一直窝在心里的感觉，我今天必须要说出来

，也许叫做一吐为快吧。 者曾经给沧州的一个被告人做辩护

人，他在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沧

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后，省高级人民法

院发回重审。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是作出死缓的判决，但

是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又提起了抗诉，这次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了死刑判决。当然这种案件，核准死刑的必须是到最高人

民法院去，因为是二审改判死刑的案件，必须到最高人民法

院去核准。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死

刑的时候，被告人是否可以在行使自己的辩护权，是否可以

再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几乎是一个空白的内容，作为辩护人

的对这些简直是束手无策。虽然被告人的家属比较深明大义



，但是在程序上的缺乏使当事人对法律几乎是失去了信心，

好像是只要是到最高人民法院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律

师介入的方式和介入的时候或是是否可以介入成了一个空白

点。当然我的辩护工作到此为止，但是被告人的生命却掌握

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手中。没有了律师的参与，被告人的家

属也对结果失去了希望，结果就飘摇不定。我承认这是律师

的失职，毕竟没有按照法律的全部程序走下来，没有陪着被

告人一起度过这个关口。而在今天，法律对最高人民法院的

死刑核准有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并且针对律师的参与也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曾经一度出现了“死刑复核律师”的称谓。

在这本通知的40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明确了律师

的身份，规定了律师的权利。 笔者要提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

是关于死刑执行问题，这里笔者将说两个案例，一个是张家

口的绑架杀人案，一个是邢台的故意杀人案。两个案件在办

理的过程中出奇的相似，法官的责任心十分的强，对案件的

审查，对证据的审查可以用尽心尽力来形容，并且法官对律

师的工作十分的配合和理解，充分的考虑了律师的辩护意见

，并且在合议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律师的已经，当时的案件

是在2005年和2006年，一审判决死刑以后，双方都上诉到了

省高级人民，当时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死刑二审案件中采取

一般是书面审理，主要是听取律师的意见和审查证据。最后

，法院只是告诉我，死缓的意见可能通不过，其他人的看法

不一样，于是就说等着再次上审委会再说。作为律师应该有

这种敏感性，结果肯定是不行了，但是究竟什么时间出结果

呢？这对律师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但是对于法官来说这

也是一个不应该保守的秘密，但是法官就将他保守在心中，



当时的死刑核准权没有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

法院自己在二审的时候其实也将死刑案件进行了核准了，最

后一步是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等着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之

后省高人民法院将案卷退回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死刑。但是这一切律师是无法知道的，已经作出了裁决

，但是一直没有通知律师来拿，当律师问起的时候，法院还

在说等等吧。因为被告人还没有被执行。当罪犯在被执行以

后，被告人的家属在得到这些消息，当然这些消息不是来自

于正当的渠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执行了，被告人家

属就把所有的怨气撒到律师的身上，辱骂、威胁、恐吓等方

式全部使出，也许这就是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之一吧！作为

笔者即使有满腹的怨言又如何开口，毕竟失去亲人的痛苦是

无法估量的，律师所接受的只能接受这些残酷的现实，没有

任何解释的理由，因为当事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几乎已

经不再是人。笔者想过去找法官论理，为什么不提前将核准

死刑的消息告诉律师呢？但是，律师怎么能给法官去讲理呢

？你一旦，激怒了一个法官，就是你激怒了一个庭，甚至是

你激怒了一个法院，更甚是你激怒了整个法院系统，除非你

就不要在这个行当了生存。所以，法院出于自己执行死刑得

以顺利的进行，他们在搞秘密的处决，甚至在笔者的眼里，

他们连古代的县官就不如，古代毕竟是可以让亲人知道犯人

何时上路，以好进行操渡，而如今却是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

将人杀掉，确实的不人道，缺乏人情味，往往会诱发新的矛

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违背的。 本通知的第45条针对

罪犯在执行前的会见家属权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只要是罪犯

和家属提出的，就必须进行及时的安排会见，以满足罪犯最



后的愿望，让他带着一丝的满足而去。但是本条规定笔者有

几个担心，第一、罪犯提出了申请会见以后，我们的法院对

此置之不理该如何监督？如果法院说罪犯根本就没有提出该

怎么办呢？第二、罪犯的近亲属提出的会见，人民法院应当

准许。如果法院不准许怎么办？谁来监督呢？第三、死刑犯

应该在签发执行死刑命令后7天内交付执行，罪犯或罪犯的近

亲属什么时间提出会见能得以顺利的安排呢？如果和执行死

刑的期限有冲突怎么解决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本通知

的第45条直接修改为：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

文书后，应该安排罪犯与其近亲属见面，见面时有法院的同

志负责监督。罪犯自己不原见面或者被告人无法提供自己近

亲属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除外。除特殊情况外，人民法院

不安排罪犯与近亲属会见的，就暂缓将其执行。这样也许是

更人性化和人道性的表现，当然这样也就避免了笔者以上所

提到的困境。 (作者:李世清，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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