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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讨论明清时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著作。
　　本书能够在史料与理论以及宏观与微观上较好地揭示明清司法的独特意蕴，准确地描绘明清司法
的历史镜像。
　　本书代序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一文，旨在反思百余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与研究方法。
就本文的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借用了新文化史的叙事策略。
在“罪与罚：包公故事的法律文化研究”中，通过辨析包公故事中的法律适用，作者发现其中的许多
案件的裁判结果与明清时期的律例规定颇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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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忠明，男，1960年12月生，上海川沙人。
1984年华东政法学院毕业，法学学士；1989年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毕业，法学硕士；2002年中国政法大
学毕业，法学博士。
现为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理论专业报是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比较法律文化。
主要学术成果：《法学与文化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
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另外，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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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代序）第一编　司法档案与文学故事事论　虚构与真实：明清时期司法档案的修辞策略　小事闹大
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　“制造”冤案：对错斩崔宁的司法社会学解释　杨
乃武冤案平反的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　“办成”疑案：对春阿氏杀夫案的新文化史分
析　罪与罚：包公故事的法律文化研究　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第二编　民
间诉讼与官方裁判　诉讼与伸冤：明清时期的民间法律意识　依法判决？
：明清时期刑事诉讼的一个侧面附录　“灋”的故事：早期中国司法的起源与理论　古典中国的刑事
审判传统：关于成因与特征的探究　古典中国的死刑：一个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考察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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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帝国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家，中华法系也是世界几个著
名法系中的一枝奇葩，独具特色，自成一格。
然而，自洎近代，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侵入”，经由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与知识追寻凝聚而成的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终于危象丛生而一朝解体。
深究“解体”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并非仅仅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侵入”所致，说到底
，也与中国帝制时代逐步积累起来的种种病灶息息相关。
譬如，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律滞后之间的紧张和矛盾，民间法律实践出现的新问题与官方意识形态持守
的旧态度之间的脱节和背离，都是一望而知的悖论和困境。
在解释传统中国经学的发展变迁时，清儒皮锡瑞曾经指出：“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
移。
”近代以降，随着时势的转移，传统中国的思想学术也确实出现了随着时势转移的局面。
从法律学术来看，20世纪初叶，乃是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转型时期，也是奠基时期。
原本与经学密切相关的律学，渐次有了独立的品格，成了一门学科。
再者，如果陕派律学健将薛允升可以视做传统中国法律学术的殿军人物，以及陕派律学的另一领军代
表沈家本属于介乎传统律学与现代法学之间的过渡人物，那么顺着这一学术脉络，我们可以说，以往
被法律史家所忽略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学问家梁启超无疑就是运用西方法学知识和法学理论建构传统
中国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制度史的开路先锋。
现在看来，把梁启超作为现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开拓者，根据要比过去将沈家本和杨鸿烈诸人视为开
拓者来得充分。
况且，与梁启超相比，沈家本比较传统，而杨鸿烈又属于晚辈。
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以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为判准，也就可以发现，梁启超不仅猛烈批判传统中国历
史编撰学的弊端，而且积极吸收西方历史编撰学的优点，进而提倡史学革命。
譬如，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即是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与倡导史学革命的象征。
根据这一学术语境，我们可以推断，梁启超于1904年先后写作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和《论中国
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文，即是在“新史学”思想指导下的具有现代范式特征的中国法律史的写
作实践。
据我看来，这两篇论文的法律知识和叙述框架基本上来自西方或日本学者的影响，而且处处与西方进
行比较，诸如法概念——关于刑、法、律的考释，自然法与人定法，法治与礼治，公法与私法，民法
、刑法、行政法，等等，不一而足，与杨鸿烈以及现在我们所见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和法律制度史非常
切合，而与薛允升和沈家本的研究路数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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