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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在学术界同行的帮助和支持下，笔者主持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研究——以审判文化和裁判文化为中心”。
当时立项的想法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对立法文化即法典（法律文献）文化方面的
梳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方面的文化研究，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展
开，因此，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设计了课题。
课题进行得很艰苦，期间也曾变换过一些课题组成员，但经过三年半时间的努力奋斗，最后终于顺利
地完成了课题，我们的内心非常高兴，尝到了胜利之后的愉悦。
完成的书稿有100余万字。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评审，对本课题予以一致通过，被正式批准结项，鉴定
等级为良好。
考虑到出一本书字数太多，故和课题组成员商量后，决定每一个子课题出一册书，共4册，合起来总
的还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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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内容比较丰富，横跨多个学科，资料繁杂，涉及立法文化、司法文化、刑狱文化、礼法关系、
民间法与习惯法、法律文本与考古文献、官吏体制（清官文化）、民众法意识等多个研究方向，全面
展现与之相表里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特征以及传统中国的知识生产过程
、人们的价值观、法律观和伦理特征等，并且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努力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价
值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超越中西隔阂的法律文化元素。
    要将法律文化的研究深化，我们认为，必须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拓展两代法律文化的研究内容，
即加大从文化层面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法律问题；二是细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
究的对象，从文化角度阐述法律在制定和运作中的各个方面，如立法、执行、司法、守法等；三是应
当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律文化结合起来，置于历史发展的同一根链条上思考、分析，找出它
们之间的异同以及由此及彼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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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著有《中国法学史》（三卷，2006年）、《西方法学史》（2003年）等作品，在《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70余篇。
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
年法学家称号。
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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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在刑罚执行方面。
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犯罪，只处罚男性尊长。
《唐律疏议》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于法不坐者，归罪于其次尊长。
尊长，谓男夫”。
①这体现了儒家“父为子纲”的家庭观念。
家长享有在家族、家庭中的权威和支配地位的同时，也应当对国家承担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多的法律义
务。
宋、明、清均有这样的规定。
《宋刑统·名例》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
于法不坐者，归于其次。
尊长，谓男夫。
”《大明律》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
若尊长年八十以上及笃疾，归罪于共犯罪以次尊长。
谓如尊长与幼卑共犯罪，独坐尊长，幼卑无罪。
”《大清律例》与《大明律》规定基本相同。
这无疑是中国古代父权家长制在法律上的表现。
（二）维护夫权第一，婚姻方面。
（1）婚姻原则方面。
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古代法律公开倡导“夫为妻纲”，妻子处于丈夫的支配之下。
“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中国古代，一个女子只准嫁一个丈夫，即便是丈夫死去，改嫁也有严格的限制。
而一个男子却可以公开纳妾作为妻的补充。
法律承认纳妾的合法性，但同时对其作了限制：“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
违者，笞四十。
”②法律仅规定了笞四十的刑罚，处罚轻微不说，处罚之后也没有对所娶妾行为的效力问题作出规定
，也就是说违律纳妾之后，法律并没有强制离异的程序。
这将统治者纵容纳妾的态度表露无遗。
（2）许嫁女悔婚的规定。
《唐律疏议·户婚》“许嫁女辄悔”条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
男家自毁者，不坐，不追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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