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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瞿同祖先生曾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概括为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
这一归纳切中肯綮。
事实上，这一概括不唯适用于法律，也适用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自古以来，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
它规定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决定着人们的存在方式和思想观念，并由此形成中华文
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它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而持久，即便在近代化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生活
和思维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中清晰地看到它的痕迹。
　　对于这样一个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课题，人们产生普遍的关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自现代科学在中国建立以来，便不断有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中国家族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成绩斐然。
除了贯通性研究外，断代家族史研究更为兴盛。
对于中国家族史的关注并非仅限于中国学者，日本对中国家族史的研究起步亦很早，并出版了大量有
影响的论著。
在这样一个有丰厚积累的领域如何开展和推动中国家族史研究，对于21世纪的史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新材料的运用、学科的进一步结合、研究的细化和深化无疑都是可行而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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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四个方面对秦汉家族犯罪进行了剖析。
一是以一百二十四个族刑案为基础对秦汉时期的族刑进行了考证。
从法史角度对三族、五族、七族、九族等概念进行了辨析。
二是对以家族为主体的犯罪进行了梳理。
三是对妨害家族关系犯罪的研究。
对不孝罪的起源、内容、背景、变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四是总结了秦汉政府对家族犯罪的控制措施。
以考古发掘为依据，对家族集体性惩罚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家族的集体性惩罚不是由于古代统治者
的野蛮和残暴所致，而是古代小政府控制大国土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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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尽管这个案例没有被定为不孝罪，第一阶段的判决结果还是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居丧不
谨为不孝罪的社会意识正慢慢为社会所接受。
如景帝时就出现了楚王戊为从祖母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被削东海郡之事。
　　武帝时推崇儒术，以儒饰法，使先秦时期事死如生的儒学理论更得到了实践的机会。
之后，一方面是丧期越来越长。
春秋战国之时普遍实行的是“既葬除服”的短丧，汉文帝始诏既葬三十六日除服，并成为时人遵守的
制度。
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
后来随着以礼人法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西汉末年，尤其是王莽时浮伪之气日盛，官僚士大夫多以行三
年丧为荣，且成为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
另一方面是居丧不谨为罪越来越多，像居丧奸、居丧嫁娶、居丧生子、匿父母丧等，多发生在武帝以
后，尤其是东汉为多。
　　由此，居丧不谨入于不孝罪，始于汉初，发展于武帝时期，到东汉成为不孝罪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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