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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外国法或西方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方面的系列丛书可谓琳琅满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法学部分，1981年）及“法学译丛”（200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1991
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1990年）及“美国法律文库”（2001，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法学丛书”（1998年）、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西方法哲学文库”（2001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法学丛书”（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法学名著译丛”（2001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法与比较法文库”（2008年），等等。
然而，在上述众多的系列丛书中，真正冠以“比较法”字样的丛书还不是很多。
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国也先后出版了诸如：茨威格特和克茨的《比较法总论》（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梅利曼的《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大木雅夫的《比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
比较法方面的经典。
但是，出版这些著作大多都是当时一种零星的、偶尔的出版行为，并非系统策划的比较法系列丛书。
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中国已步入法治建设的攻坚阶段。
今后，对于外国法的吸收、借鉴和移植将是我国一项大量的、经常性的任务。
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发达的比较法研究。
而当下我国比较法著作缺乏出版途径的现状已严重制约了比较法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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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
《通典》、两《唐书》及后世论者，均奉《唐六典》此说为准据而略于细究。
隋初改制，以北周官制之美学形式，整合齐梁制度实践，易都官为刑部，至唐初三省六部完备，实为
中古政治吉光片羽之一瞬。
在升平盛世的影像背后，直接权力出招、常规权力拆招的政治角力终将上演。
在官制“外卷化”、规则层叠化、官员泛政治化的洪流中，三省六部代之以中书门下与使职差遣，以
刑部为代表的常规权力，无论相对于君主、宦官、外戚或藩镇，总是肩负着孜孜不倦的努力者和天然
的失意品尝者两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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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灵海，1972年生，浙江海盐人。
200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侧重唐代，兼及汉晋；研究兴趣主要在于国家权力法律化构造、立法司
法权配置与常规化、法务官员迁转任用、律学教育与法律思想变迁等。
2005年赴牛津大学oriel学院访学，参与了数次中国法律问题多国学者研讨会。

近年来，在《中外法学》、《浙江社会科学》、《法学》、《浙江学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等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华东政法大学优秀科研成
果奖，独立完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项目，参与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任子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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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岑仲勉先生曾指出：“唐的官制，比起任何朝代，最为复杂不过，所用的术语又很多，每个术
语往往含蕴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这是学习唐史者较难搞通的一件事⋯⋯说其大概，可分为职事
官、散官、爵、勋四项。
”①赖瑞和先生所说的唐人官衔体系包含着“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使职、检校官、兼官、试
衔、功臣、持节、赏赐、死后赠官”十二个组成部分，则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唐代官制的复杂性。
对于一个不断呈现“外卷化”的官制体系来说，刑部承担职能的基本状况和趋势，大致是在制度的设
计与表达时，通常展现出专业性、负责性的一面，但在事务运作的实践中，却逐渐散失其专业性，并
总是向政治派系或立场之争倾斜。
刑部职能的大、小、强、弱，一方面取决于部门首长受皇帝宠信的程度，及其个人的政治参与能力，
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时段各个权力机构的合作或斗争态势。
一旦较长时期缺乏受宠于君主的强力型官员，则刑部在关涉朝政的重要事务中，权能即渐被剥夺或转
移，流于趋炎附势或空壳化。
二、中书门下与使职差遣制时代（723年一907年）始于秦汉、形于魏晋、成于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是
帝制时代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精密化的结果。
唐代的三省制，是兼容了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的施政体系，三省长官为当然宰相，
组成协助君主实施治理的智囊团队，分掌出令、封驳和执行之职，内外亲重各有优势，中书、门下与
尚书三省形成一个势力基本平衡、相互牵制约束、各自向皇帝负责的治理系统。
③而六部作为尚书省的核心单位，负责事务的具体执行，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分配最为切近，
同属显要机关，其尚书职位无一不是重职，而掌管官员组织的吏部尚书，更是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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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稿原是我的博士论文，稍作修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愿意把它看作自己法史学研究起步前的一次尝试。
书稿初成于2004.年冬。
那时，我在后记中写道：朋友告诉我，有后记可写，就是幸福。
如今，终于有机会体验这份幸福了。
2002年夏，奇热无比的一天，“唐代刑部”这个题目第一次出现在我脑海中。
如今，已是2004年冬。
两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师长和朋友真诚地、无私地帮助过我，我非常希望他（她）们能与我共享这幸
福。
论文写作过程中，困难频现，许多师长、朋友给予我帮助、鼓励和启发，为我疏通思路，增添信心，
指引资料的所在，提出有益的意见建议。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感谢他（她）们了，尽管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她）们的名字。
他（她）们帮助我找到了方向，步入了正轨，有了走下去的信心；在最困难的阶段，知道如何坚持过
去；在最想放弃的时候，终于没有放弃。
虽然施惠于我，却雁过无痕，不留印迹。
直到现在写后记时，点点滴滴，些些许许，才浮上心头，就像我最喜欢的银杏那样，直到冬天，叶落
如沙，才感受到它春夏时浓荫庇护的伟大。
我喜欢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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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代刑部研究》编辑推荐：比较法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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