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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在坐了17年监狱后，田伟冬不知道
烤五花肉该怎么吃，他的妹妹用生菜卷
起来，放上酱料和蒜瓣，塞到他嘴里。他
刚从监狱里出来14天，吃饭时摆弄着一
部智能手机，但只会打电话。

1月11日，田伟冬穿着妹妹提前买
好的衣服走出监狱，回到了离别17年的
家。本报记者与他多次接触，希望还原
一个被迫改变人生命运的田伟冬。

出狱前一夜无眠

齐鲁晚报：出狱那天，你是什么心
情？

田伟冬：离开监狱的最后一个晚
上，我一夜无眠，兴奋，紧张，还有对未
来生活的恐惧。

齐鲁晚报：你在上诉材料里提到，
因为被警方刑讯逼供曾咬断舌头。

田伟冬：(伸出舌头)我的舌尖是平
的，不像正常人有个弧度。1995年11月
底，我在萧山第一人民医院住过院。

齐鲁晚报：你听说过赵作海吗？
田伟冬：赵作海、佘祥林我都知道。

我在监狱里常读书看报，学习法律，国
家赔偿法、刑事诉讼法。还考了物流专
业的自考，大专。

齐鲁晚报：在里面还抱着希望？
田伟冬：我没抱什么希望，只想坐

牢要熬到头儿。

里面的阳光和

外面不一样

齐鲁晚报：出来之后最想干什么？
田伟冬：看看阳光。里面的阳光和

外面的不一样。
齐鲁晚报：哪儿不一样？
田伟冬：你进去就知道了。
齐鲁晚报：17年了，感觉外面有什

么变化？
田伟冬：很大。房子改了四次。窗外

原来没有厂房，鸟语花香。别人认不出
我来了。

齐鲁晚报：你最好的时光没有了。
田伟冬：百味杂陈。
齐鲁晚报：你妹妹说，你多年没有

接触社会，担心你不适应，想今后养着
你。

田伟冬：(笑嘻嘻地)哪能让她养
哦，等我找个老婆结了婚，我要去创造
未来！你不知道，我在里面学了很多技
术的。

齐鲁晚报：都学过什么？
田伟冬：我当了五年的“护士长”，

也当过护士，在监狱医院给服刑人员打
针输液。

我还没有

学会发短信

齐鲁晚报：你妹妹说，家里亲戚给
你策划过未来？

田伟冬：有人说继续当厨师，也有
人说去做生意，不过妈妈说，今后最重
要的事是做人。出来这么多天，还是第
一次在餐厅里吃饭，在里面的时候就幻
想过多次，出来以后要吃够，喝够。

齐鲁晚报：你可以用手机上微博。
田伟冬：我还没有学会发短信，也

不懂怎么用手机上网。
齐鲁晚报：你上学的时候成绩不

错。
田伟冬：上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不

错，到了高三的时候，学校要求交上百
块钱的复习资料费，但家里穷，拿不出
来。妈妈说去借钱，我想早点出去打工
挣钱，钱没有挣到，还把家都差点毁了。

齐鲁晚报：你妈妈很不容易。
田伟冬：妈妈的眼泪哭干了，那天

我回家，妈妈也没有流泪，只是眼睛红
了。(停顿片刻)我也是。

是谁不肯“疑罪从无”？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对话田伟冬———

“妈妈说最重要
的事是做人”
本报记者 张子森

继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后，浙江萧山死缓案再一次打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的软肋上。

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疑罪从无”的理念在该法的相关条文中成为一条硬性规定。但在命案必破、政府和被害

人家属压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很多案子的判决选择了折中的“疑罪从轻”方式，为日后“冤案”的出现铺垫了道路路。

萧山出租车司机徐彩华被杀案背后，是4名弱冠少年在坐牢17年后，人生已近不惑。已经释放的田伟冬却也处在疑惑

和迷茫中：“我如何融入这个已不认识的新社会？应该由谁、拿什么来补偿我逝去的青春？”

而近些年连续出现的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也是对司法文明进程的一个个巨大考验。

儿子要出狱了，

可他看不到父亲了

萧山位于杭州东南，经济富
裕，民风淳朴。

灰色的外墙，没有装修的客
厅，老旧的八仙桌……朱又平家
的房子在欢潭村显得非常落魄。

朱母至今记得1995年11月
28日那一天。在萧山一轧钢厂打
工的朱又平回家后刚吃完晚饭，
村干部进门说有事找他。随后，
朱又平被警察带走，“你儿子涉
嫌抢劫杀人。”

从此朱又平再也没有回来
过。

在朱又平前后被抓走的还
有四个年轻人。

1995年10月5日，萧山市
(现杭州市萧山区)欢潭乡欢潭
村17岁的少年田孝平拿着一把
尖刀和一把螺丝刀，在离家不
远的公路上以搭车为名拦路抢
劫，被交警当场抓获。第二天，
他被收容审查。

同年11月20日，在萧山小南
门自己开饭店炒菜的田伟冬被
当地警方收容审查。

在此后被指控的四项罪名
中，田伟冬只承认了一起：1995年
9月2日晚上和隔壁村的陈建阳
在萧山市城厢镇盗窃21英寸西
湖彩电及香烟，价值1600多元。

陈建阳因此案于同年11月
30日被收容审查。随后两天，欢
潭村的朱又平和城厢镇东湖村
的王建平也被收容审查。

但田伟冬没想到，真正和
他扯上17年关系的，并不是那
起盗窃案，而是两件他自始至
终就没主动承认过的案子：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在
萧山市发生的两起抢劫并杀害
出租车司机案件。

但五个年轻人的命运从此
被改变。

根据本报记者掌握的资料
显示，至少有三人多次提及遭
遇刑讯逼供。田伟冬曾在上诉
书中称自己遭遇刑讯逼供后咬
舌自尽；而陈建阳服刑期间曾
对探监的父亲表示自己认罪是
因为“他们打我”。

在这个有2000多人口的大
村，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田
孝平的家人因为“家里有杀人
犯”而成了另类。

“我想孩子时会哭出来，他
爸爸不会。十几年心里一直窝
囊。”朱又平的母亲告诉本报记
者，2012年朱又平的父亲查出骨
癌，同年5月份，朱又平被允许见
父亲一面。

朱又平戴着手铐和脚镣，在
法警陪同下来到医院。朱母泪流
满面，恳请法警摘掉手铐。获得
允许后，朱母用自己的衣服把朱
又平的脚镣包起来：“那东西拖
在地上，声音非常大。”

在同病房病人难以名状的

眼神中，朱又平只呆了一个小
时。2013年1月17日，萧山区司
法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朱家，亲
口告诉朱母“朱又平十几天后
就会回来”。

朱母在那张八仙桌上填写
了材料。桌子上方的墙上，朱又
平父亲的遗像挂在那里，“儿子
要出狱了，可他看不到了。”

当时司法系统

是“疑罪从轻”

事情回溯到1996年，当年
11月26日，萧山市检察院首次
将该案报送至杭州市检察院。
本案中，包括检方陈述的杀人
匕首、电线等凶器均未当庭呈
现，唯一的凶器物证石头上，也
没有被告人的指纹信息。但因
为有被告人的口供，当地警方
据此认定5人有罪，并提请检察
机关控诉。

根据1996年修改的《刑诉
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
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
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
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并于1997
年1月1日实施。这就是“疑罪从
无”原则。

1997年6月13日，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才正式受理此案。

相关报道显示，限于当时
的历史条件，一审律师进行的
是“从轻辩护”。但据参与一审
的原萧山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建军回忆，他进行的是“无罪
辩护”。

但王建军回忆，当时“疑罪
从无”理念并没有真正得到实
行。原杭州市国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现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辛本峰，是此案二审时田伟冬的
代理律师，他回忆，“当时整个司
法系统有个观念，并不是疑罪从
无，而是疑罪从轻。”

辛本峰回忆，浙江省高院
进行二审时，发现该案的诸多
供述矛盾、没有主要证据、次要
证据无法确认，认识到此案可
能存在问题，因此遵循了“疑罪
从轻”原则，改判了死缓。“疑罪
从无”在这时被“疑罪从轻”代
替，尽管第一次大修的刑诉法
已经生效。

法律常常让位于

一时的治理需求

在他们服刑的17年间，有多
个冤案影响着中国的法治进程。

湖北人佘祥林1994年因“杀
妻”被判死刑，湖北高院改判有
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28日，佘
的妻子突然出现。随后，佘祥林
获释，被判无罪。

1999年，河南人赵作海被怀
疑杀死同村的赵振晌，于2002
年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
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
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赵作海
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
赵作海无罪。

一位浙江律师界人士称，这
几个案件有多个共同点，最主要
的是在面对死刑判决证据存疑
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总是倾向于
把死刑改判为缓期执行。

辛本峰分析，“疑罪从无”
自确立后，普遍会出现在一审
判决犯罪嫌疑人有期徒刑两三
年的终审裁定中，但涉及到无

期徒刑以上的案件，它立刻变
成“疑罪从轻”。

“司法系统面临的压力也
很大。公安部门破不了案无法
向政府交代；如果改判无罪，政
府和公安部门无法向受害人家
属交代。”辛本峰说，这些压力
最终集中到法院身上，谁敢轻
易改判无罪？

在实施中，受制于“命案必
破”思维，我国刑事执法中并未
确立“疑罪从无”的行为习惯，从
侦查、起诉、判决乃至社会民众
的观念，仍然信奉“宁可错杀也
不错放”。

有评论称，在各种现实压力
下，一系列旨在保障公民不被错
判的程序机制，往往让位于一时
的治理需求，这正是以往我国司
法实践中错案发生的根源，也是
制约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最大
障碍。

比如出租车司机徐彩华被
害案发生于当年萧山“两会”的
第一天。经过整治后，同年8月12
日又发生了出租车司机陈金江
被抢劫杀害案，这直接挑战了当
地警方的底线。

“这种情况下警方肯定会有
压力。”上述浙江法律界人士分
析，公安部门除了要应对政府压
力，也要展现自己的效率，尽快
破案以防止受害人家属上访闹
事，“但求快就容易造成冤假错
案。”

实际上，从1996年开始，我
国司法文明开始通过文本形式
的改变进步。北京市浩伟律师事
务所律师赵正彬认为，1996年、
2012年《刑诉法》两次修改都体
现了关注、保障人权的进步。

“以前公检法权力过大，没
有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
也没有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身
权利。这两次修改以后，提高了
国家对人权的保障。”但这种进
步受制于具体的操作。

佘祥林、赵作海等依靠“死
者”复活洗冤的命运，是对司法
系统客观审判程序的极大讽刺。
包括本案在内，冤案产生的根源
在于法律上的原则实际上并没
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
秉志此前表示，冤假错案的防
范重在司法理念的理性选择。
要避免司法权受到外来势力的
影响，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平衡，
还要理性对待民意。

1月11日，田伟冬刑满释
放。陈建阳、朱又平、田孝平的
家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
他们近期会通过保释或其他方
式出狱的消息。

由于当年一审判定王建平
与1995年8月份的案子有关，而
新证据只与同年3月份的案子有
关，远在新疆服刑的王建平是否
能够获释，其家人还没有消息。

但王建平在申诉状中说，
“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相信会
有机会得到昭雪的。”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在萧山市(现为杭州市萧山区)发生抢劫并杀害出租车司机徐彩华、陈金江事件，警方认定是萧山
籍陈建阳等5青年所为。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1997年12月终审，4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徒刑。

2012年春，浙江警方在一次全省公安集中行动中，发现了一条涉及当年萧山抢劫杀人案的线索；2012年12月下旬，犯罪嫌疑
人项某被抓获，通过审讯和指纹比对，被确认为是1995年3月20日萧山抢劫出租车案的犯罪嫌疑人。

格新闻背景

陈建阳当年的照片和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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