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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图为作者与导师严端教授（左一）和徐杰教授（右一）的合影。

□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司法人员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定罪标准感到难以把握，问题提出后，严端老师到司法部门翻阅了50多本案卷，从
司法实践总结出4条具体标准。直到今天，这一定罪的具体标准仍在适用，并在201
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调整字词后纳入法典，展示了其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庚子端午的前一天，名讳中有一“端”字的严老师遽然辞世。

疫情期间，我和徐杰老师（严端老师丈夫——编者注）有通讯联系，没听说严端老
师身体有不好的状况，不料再听到她的消息，竟是仙逝，内心十分难过，她过去的
音容笑貌一时都到心头。这天晚上，暮云四合，有风刮起来，雨像泪水一样落下来
。落笔回忆追随严端老师的那些日子，窗外阴郁的天气，格外让人感伤。

一

我初次拜见严端老师，是在1989年秋季开学后的一天。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本科毕业
，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硕士学位，我分在严端老师门下。前去拜访她，她一开始以一
种近乎好奇的探寻眼光打量我，我记忆犹新。她问了我一些情况，知道我们新入学
的研究生要到基层锻炼，嘱我根据基层经验写篇“小论文”。从那天起，我就是她
指导的学生了，对她的了解逐渐加深。

严端老师是个很有风度的著名教授，作为她的弟子，自然感到很幸运，也很自豪。
她个子高，曾对我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小严’，都是叫我‘大
严’，后来又叫我‘老严’，近年来有人偶尔叫我‘严老’了。”说到这里，她便
笑了。她的名字，性别识别率不高，当年她外出开会，接待方常把她与陶髦教授弄
混，以为陶髦是女教授，严端是个男教授。

她是非常优雅的学者，那种优雅来自她的家世底蕴。她是江苏南通人，出生在知识
分子家庭，父一辈从医，严端老师这一辈也都做教授和医生，她的女儿沐群也是学
医的，曾经留学日本。严端老师很愿意谈起她的家世，讲的时候神情愉快。有一次
我去她家拜访，正赶上她的妹妹过来。临别时，我叫了一声“严老师”，姊妹两个
都答应，严端老师随即笑道：“我们两个都是‘严老师’。”

严端老师曾被誉为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才女”之一。她是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
那时中苏关系还在蜜月期，苏联派了大批专家来华支援新中国建设，其中有楚贡诺
夫、贝斯特洛娃等苏联刑事诉讼法学专家。平心而论，苏联刑事诉讼制度较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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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继受了大陆法系一些重要的原则、制度，也在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司法理念
基础上对诉讼制度有进一步发展。无罪推定、内心确信（自由心证）、直接言词等
都是苏联刑事诉讼中确立的原则，苏联专家并不忌讳将这些知识传授给求知若渴的
中国学生。严端老师将这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系组成部分的知识传授给自己所教
的政法学院学生，本来也是自然的事。不料，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噩运降临，
严端老师因主张无罪推定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历史大潮的巨浪一时将她的人生
吞没。

严端老师很少讲她遭遇的是怎样的处境，她的豁达和恬淡，使她放下了过去的苦难
。我与她聊过多次，她偶然提起一两件事，也是当笑话说说，那笑谈中不免隐含苦
涩，但她从未提到谁的名字。对于过去，水流云去，没有抹不掉的阴影。

严端老师历经磨难，精神未垮，与她乐观的人生态度有关，也与徐杰老师的支持和
陪伴有关。徐杰老师和严端老师是一对感情深挚到极致的伉俪，他们同甘共苦许多
年，一直携手人生。当年徐杰老师追求严端老师，严端老师选择了他。这一选择成
就的伴侣情，经过了历史刀霜剑雨的考验，历久弥坚。

她的这一生，二十年成长求学，二十年厄运，二十年好运，最后的二十年，是调养
身体。严端老师是提前一年退休的。她的身体出过两次状况，一是因乳腺癌做了手
术，一是后来诊断出患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为了调养身体，她选择隐退，从此刑
事诉讼法学界不再有这样一位有气质风度、头脑明澈、表达清晰而有时又不失犀利
的著名学者。

二

我时常想，严端老师的宝贵经历之一，是参加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工作，那
时北京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各有一名
学者参与其中。她曾把当年参与刑事诉讼法立法留下来的资料送给一位研究生。那
时立法情形如何，她没有留下多少回忆文字。在我看来，应当听她讲述这段历程，
记录下来，给未来留下一份史料。老一辈法学者逐渐凋零，他们经历的很多事随着
他们飘然远去而痕迹无存，十分可惜，如今随着严端老师的离世，一段她经历过的
历史也变得愈加模糊，至为可惜。不知是否有机构意识到这一点，对在世的老一辈
学者进行抢救式采访，记录他们的口述历史和影像，为日后中国法制史留下宝贵的
资源。

那时的学者，学术成果产出方式与当下有很大不同：资料不像如今这么丰富，更不
如现在学者将资料粘贴复制那么容易；那时写东西就是“爬格子”，在方格稿纸上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学术产出量较少，张子培教授主编《刑事诉讼法学》、陈一云
教授主编的《证据学》是那时的代表作。能够有许多学术成果的学者，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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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端老师的学术态度认真，不喜空谈，也不尚奢华，她的文字清晰，注重准确、清
楚传达自己的观点，也重视自己观点的实践价值。即使学术研究条件很简陋，她的
一些真知灼见依然传承下来。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司法人员对于“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感到难以把握，问题提出后，严端老师到司法
部门翻阅了50多本案卷，在《论刑事诉讼证据的判断》中，她发表了从司法实践总
结出的4条具体标准：第一，“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均已查证属实”；第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第三，“证据之间、证据与案
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第四，“据以定案的证据足以得出所认定的
结论，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直到今天，这一定罪的具体标准仍在适用，并在20
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调整字词后纳入法典，展示了其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三

文如其人，讲课风格也是如此。严端老师是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陈光中老师回忆
说：“据我所知，她的课很受欢迎。”严端老师讲课，思路清晰，语言简明，不太
用当下学者喜欢的各种学术大词，她的声音很磁性，一路听起来，像在学生头脑的
浊水里投下明矾。她讲课说的例子，也都很精简，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在给学
生上课时，常常转述她讲过的例子，如在讲证明对象时提到“一个人扎了另外一个
人37刀，调查和举证时是不必将37刀一一查清楚的。”暨南大学梁玉霞教授那时旁
听我们的课程，她后来评价说：“那年进修时在你们班听课，认识了严端教授，被
她的风采学识深深折服！”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时候，她给我们这一年级的硕士生上课，讲的是证据法。
她和周士敏老师共同讲这门课，各人讲半学期。我已经在上一个学期听了周士敏老
师讲中国刑事诉讼法总论，每次听课下来，都感觉有许多收获，头脑像打开了一个
又一个小抽屉。那时诉讼法学硕士课程师资配备，阵容可谓豪华，刑事诉讼法总论
是周士敏、张子培老师，分论是樊崇义、陶髦老师，证据法是周士敏、严端老师，
中国古代刑诉是郑禄老师，外国刑诉是程味秋、陶髦老师，民事诉讼法是杨荣馨、
韩向乾老师等。等到严端老师上课的时候，因为是自己导师的关系，格外聚精会神
，想把她所讲的，都很好领会。我的硕士论文也特别以证据法为选题，里面也论及
“无罪推定”。

作为弟子，受到自己导师在学业上的悉心指导之外，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其潜移默
化的影响。严端老师是淡于功名的人，她曾担任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
处长,并在1985年出任教务长。一所大学的教务长，是很显赫、也很重要的职位，
负责统筹所有教学活动，但是，严端老师后来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陈光中教授评
价说：“有的人恐怕做不到。”

严端老师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深受尊重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傅宽芝老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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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开始恢复，在立法机关组织集中讨论修改制定刑事诉讼法会议期间，在驻地
，张子培带严端老师去，才慢慢对她有些了解。时间走得太快太快，严端老师真的
是耄耋老人了。从有限的了解和耳闻足以让我对严端老师的人品和学识敬佩！在我
脑海中她是个坚强、奋进和有爱的人。”对于她的尊重，作为门生能够在她与别人
在一起时特别感受到这一点，尤其在1995年厦门召开的全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上
，我看到许多学者跟她热情打招呼，我能够更深体会到她在诉讼法学界的威望。陈
光中等老教授都与她私交很好，有事愿意倾听她的意见。

四

她在司法机关有极好的口碑，对检察机关有着特别的感情。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
改中，她给检察机关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并对参与刑事诉讼法讨论的检察人员给
予善意的提醒。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起草《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向两位教授征求过意见，其中之一
就是严端老师。她仔细看过后，在《规则》文本上做了很多标注，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修改意见，为这一“规则”的质量起到了把关作用。严端老师虽无检察工作经历
，却是检察机关的知音，被认为是检察系统外有“检察情结”的人。

我当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源自导师严端老师的推荐。去最高检送简历材料时
，她特别叮嘱我注意哪些事项。那时法律政策研究室正需要人，政治部很快与我取
得联系，到最高检工作的事就这么定了。那时没有面试，更没有笔试，一份简历就
够了，清清爽爽，简简单单。我与检察机关的密切联系，也就由此开始，对于检察
机关的感情，除了我的亲身经历，也有导师的一份感情在里面。

如今，严端老师离去了，在历史的幕布上留下了一大段空白无法填充，我们再也见
不到她亲切的面庞，也听不到她磁性而有思想内涵的声音。对着灰蒙蒙的窗外景象
，我的点滴回忆里也雨意弥漫，一支枯笔，不足以表达对她的感恩之情，也无法细
腻描述她留给我的亲切印象。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
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的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因素，无罪推定已经在司法实践
中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司法实践中大家共同认同的原则，这让严端老师感到高兴。
她十分关心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为司法人权保障而发声，但她从未以一种高亢的
姿态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一如行舟,不疾不徐、不矜不盈。我有时想，在玉蕴珠藏
的外表下，我们真的完全了解她作为士人的情怀与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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