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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百年法律史研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无论是对资料的阐释、研究的方法，还是观点、立场都呈现
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人“以史为鉴”的研究目的和考据史实以求真实的研究方法依然存在，但是作为学术时尚，以
近代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观念和文化显然占据了学界的主导地位，近代意
义上的“法律史学科”的形成与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还是在1989年，我应天津教育出版社约稿，回顾与总结中国法律史研究在新中国的四十年发展历程，
分别与郑定君、范忠信君合作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
览》。
那时，我们就感到应该对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从学科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可以
说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特点。
在这两本“通览”中，我们回顾了法律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对每一个时期的研究特点精心地进行了
归纳。
书中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因为在“通览”中我们不仅总结了四十年法律史研究的成果，而
且对近代以来法律史研究的演进也进行了概括。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研究已经跨越了百年。
2005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作为首席专家与各位学者开始进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的研究。
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一项目，除对原始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外，前人的成果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
，借此机会，我们也正可以从容地梳理法律史学科形成以来百年的学术积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但也是一项推进法律史研究必须要做的工作，这是“攻关”项目中的“第一关”。
这一关的难点在于巨大的工作量，清末、民国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总结依靠对资料的认真查阅尚不
是“百年回眸”的难点，难点在于如何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千余种专著、几万篇论文的
精华集中体现出来。
学术研究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更不能畏难取巧，感谢全国同仁的支持，在我们发出约稿函后，许多
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和众多中青年学者不辞辛劳，将精心挑选的学术佳作惠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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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套装共4卷全5册）》主要分为《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
（第1卷）：清末民国卷》、《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第2卷上、下册）：当代大陆卷》、《
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第3卷）当代台港卷》、《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第4卷）：
目录索引卷》共计5本。
　　旨在将近百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科产生、演变、发展的历史画卷展现给大家，共分为四卷，分别是
清末民国卷、当代大陆卷、当代台港卷以及目录索引卷四个部分。
　　清末民国卷收录了近代法律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和大量不常为大家关注但具有很高学
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中节选了其中能够集中体现作者研究水平与研究成果的精彩章节结集出版，可
以说是对近代法律史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
　　当代大陆卷面向2005年底我国大陆从事法律史学研究的具有正高职称的学者，由其本人选取最能
代表他们本人的研究水准的一篇作品加以收录，对于1979年之前也有研究成果的学者，则可增选1949
至1979年间的一篇成果，以代表两个不同时期的研究风貌。
　　当代台港卷首次综合了台港地区主要法律史学者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收录了21篇由学者自选
的代表性学术论文。
　　目录索引卷收入19世纪末至2006年6月一百余年来，在各种中文报刊、论文集发表的法史论文及公
开出版的法史图书目录计12500余条，西方法律史学论文著作目录4424条，其中除少数为外国和中国香
港、台湾地区学者的作品外，均为中国大陆学者的成果。
　　通过这样一种梳理和总结的工作，可以让读者们看到一百多年来法律史学都在关注什么问题，不
同时期关注的问题有什么不同，不同时期研究的特点和方法，有哪些问题还没有被关注或者尚未被深
入考察过；哪些方面前人做得比较成功，值得我们借鉴些什么；这些研究中存在什么问题，值得我们
去注意和完善。
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法律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促进整个法学学科的更好发展。
　　本项目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吉林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等
多家单位几十位教授、研究员、法学博士通力合作的科研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带有战略性、前沿
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四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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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柳立言  一条律文各自解读：宋代“争鹑案”的争议苏基朗 Sung criminal Justi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A Yun（1068-69）Revisited⋯⋯《百年回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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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儒学提举司凡行省所署之地，皆设一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都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进呈
，著述文字。
每司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吏目一人，司吏二人。
2.路之官制路置总管府，但因有大都路及上下路之分，故宫制微有不同。
大都路总管府官有达噜噶齐二人，都总管一人，副达噜噶齐、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各
二人，提控案牍四人，照磨兼管勾一人。
惟达噜噶齐及总管推官专治路政，其余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号日供需府。
其附属机关有三：一日兵马都指挥使司。
掌京城盗贼奸伪鞠捕之事，官有都指挥使二人，副指挥使五人，知事、提控案牍各一人，司狱、狱丞
各一人，典狱二人。
二日左右警巡二院。
有达噜噶齐、副使判官各一人，典史各三人。
三日提举学校所。
有提举一人，教授、学正各二人，学录一人。
上下路总管府上路达噜噶齐、总管各一人，兼管劝农事，江北则兼诸军，鄂罗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
下路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余悉同，推官二人，专治刑狱，经历一人，知事二人，照磨兼承
发架阁一人，属官有儒学教授一人，学正、正学录各一人，蒙古教授一人，医学教授一人，阴阳教授
一人，司狱司、司狱丞各一人，平准行用库提领大使、副使各一人，织造局大使、副使各一人，杂造
局大使、副使各一人，惠同药局提领一人，税务提领大使、副使各一人，录事司（掌城中民户之事）
设录事司、侯判官各一人。
此外尚有下之总管府，盖因事而设也。
打捕鹰房总管府（至元十七年置）官有达噜噶齐总管，副达噜噶齐副总管各一人，经历知事各一人。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官有达噜噶齐一人，总管二人，同知一人，副总管二人，经历知事照磨提控案
牍各一人。
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达噜噶齐总管同知各一人，副总管二人，经历知事照磨兼提控案牍各一人，其
属储用库一，提举司五，织染局三，河泊所三。
路之将官管军政之事，以万户府为管军。
官分上中下三等，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以上，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以上，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以上，俱有达
噜噶齐万户副万户各一人，皆为世袭之官，有功则升之。
佐官有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人。
属官有镇抚司镇抚二人，蒙古汉人参用。
上千户所管军七百以上，中千户所管军五百户以上，下千户所管军三百以上，俱有达噜噶齐千户副千
户各一人，又弹压二人，蒙古汉人参用。
上百户所百户二人（蒙古汉人各一人），下百户所百户一人。
3.府之官制府有总管府、散府之分，故官制因而各异。
总管府即京尹之职，已详路之官制。
若散府则达噜噶齐一人，知府或府尹一人，领劝农之职。
奥鲁与路同，同知一员，判官一员，推官一员，提控案牍一员，教育之官，教授一人。
4.州之官制上州有达噜噶齐州尹同知判官。
中下州有达噜噶齐知州同知判官兼捕盗之事，参佐官。
上州知事提控案牍各一人，下州吏目一人或二人，至于诸军，惟边远之地有之，各统属县，其设官如
下州。
教育之官，上中州教授一人，下州学正一人，又有巡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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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代中国的法律史学，在西学东渐和对西方法律体系移植的潮流中，以开阔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
通过梁启超、陈顾远、杨鸿烈、郁嶷、程树德、朱方等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
野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对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初步形成了中国法律史
学科科学体系，使中国法律史学逐渐走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其成绩和贡献都是非常突出的。
近代中国法律史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其中很多作品可谓彪炳史册的经
典之作，如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
》，程树德的《九朝律考》，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瞿同祖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
这些研究成果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著名法律思想家如
管仲、韩非、商鞅、孔子、老子、孟子等人的法律思想和学说，还涉及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中华
法系的形成、特征和将来、中国法制的起源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法律的哲学基础、理论根据和社会土壤
等。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中国法律史研究成果除少数被誉为经典的著述得以重印以示世人外，大部
分却是星罗棋布，零散地分散于图书馆中，加之目前馆藏制度和检索方式的缺陷，使得借阅困难重重
。
这种情况既有碍于目前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亦有碍于学术传统的恢复和重建。
历史是不容断裂的，学术传统亦是不容断裂的，恢复重整中国法律史学的传统是中国法律史学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对近代中国法律史研究成果进行抢救式的发掘和整理是我们亟需进行的工作。
2005年，由曾宪义教授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研究》（十卷本）获得立项。
立项之初，曾宪义教授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应当梳理法律史学科形成以来百年的学术积累，这是
一项艰难的工作，但也是一项推进法律史研究必须要做的工作，这是‘攻关’项目中的‘第一关’”
，并决定编写《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作为攻关项目的配套项目，第一卷即定为清末民国卷
。
在曾宪义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为主，我们开始了近代
法律史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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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套装共5册)》：“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四卷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