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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古代契约为突破口，外在探讨中国古我契约名义流变及其运行机制，说明了古代中国民间
与官府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抑制的历史性进程，认为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之间此消彼长而又并
行不转，共同构建了古代契约的形态和结构；内在分析古代中国契约的各项制度装置及其内驱动力，
认为伦理和契约构成了古代中国就会的项种关联形式，相互制约并相互推动，最终形成总具特色的契
约文化—伦理中具有民主性的契约精确，黎约娜受
伦理的规整和约束，这一点决定了古代中国契约自始至终都被打上“社会化”的烙印，强调契约正义
和社会正义的双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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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版李序
再版自序
引 言 伦理正义下的契约自由
第一章 契约源流考辩
第二章 含心·合法—契约之成立及相关问题
第三章 民有私约如律令—契约的效力与契约责任
第四章 合理：利益衡平支点—契约原则
第五章 欲望的旗帜—契约之人性基础与契约权利之增长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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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契约源流考辨契约之有文献可考可征者始自西周，从契约名义人手，考察契约之产生
及流变，学界诸公已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本章借鉴前贤时修之相关论著，在考辨契约源流基础上，
对契约产生的理据、历史前提、功能、类型等问题逐一加以讨论，力争描摹中国古代契约法的大致轮
廓。
契约名义:从“契约”到“合同”“契约”之名，或称契券、券书、判书、书契、和同、合同，均指双
方契主就某一事项达成协议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契约”二字，为并列式的词组，可相互为训。
《说文解字》:“契，约也。
”这是对契约的功能性解释。
契是两方立券的行为，约是契约的内在约束力，即通过刻立契券的行为使双方当事人共受约束，互享
权利，互担义务。
所以后人注《礼记）称“契；券要也”。
“要”或作“口”，与“约”同义，《矢人盘铭》有“口左执史正仲农”之语，“要”即指“契约”
。
《左传》文公六年载晋国赵宣子为政，推行新政，其一为“由质要”，即审判民事纠纷须凭依当事人
之间的合同。
杜预注“质要，券契也”。
《论语·宪问》有“久要”一词，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久要，旧约也”，是知“要”“约”二
者音义并通，当属同源，“要”本应作“口”，系同音借用，后世以为常，“口”字反而少见。
“判书”之名源自立券过程，即刻契券之后，从中分开，是谓“判”。
《周礼·秋官·朝士》郑注释“判”云:“半分而合者。
”“判书”也称为“别”或“莂”。
《周礼·天官·小宰》“听称责以傅别”，或作“傅辩”，郑众注云:“辩，读为别，谓别券也。
”郑立注云:“傅别，谓为大手书一札中字别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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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契约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生活绵延持久，也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
法律体制加以规制整合，似乎难以解释。
同时，如果纯粹将数千年的经济演化史归结于封建行政管理统治之功效，也难以解释诸多的理论问题
和实践问题。
赵万一、刘云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契约思想史》为解决这一“公案”提供了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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