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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是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子课题
之一。
　　本课题由10个专题组成。
每个专题中代表人物代表作的选择，依据著作发表时间的先后、学术影响的大小排列。
通过对各种代表作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的评介分析，以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和作用的考察说明
，展现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主流成果和学术路径，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法制史学
方面的宝贵资源。
因为课题完成时间紧迫，大量著作和论文难于仔细阅读领会，只好优先选择我们比较了解的代表人物
的代表作进行评论。
为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编制了“中国法制史学主要论文目录”附录于10个专题之后，以供读者查考
。
　　本课题只从某些方面展现了对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总结了这些成果所具有
的领先性的价值和意义。
要恰当地总结这些成果的优点，写出我们较为满意、别人看了会有所受益的评论，是非常不容易的。
特别是对那些因为我们的学力所限、时间所限而未能评论的优秀著作，是深感遗憾的。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法史学者来参与评论，以便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优
秀著作，为学界提供更有广度、更有深度的法史学评论。
　　本课题只选择了中国法律制度史方面的论著进行评论，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文献史、中国
法律社会史以及中国法律文化史方面的论著未列入评论范围。
断代法制史、行政法制史和经济法制史方面的论著，也未及选择评论。
有关方面的评论，只好俟诸来日了。
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中国法制史学通论》的大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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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法制通史 　研究概况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
和陈顾远《中国法制史》　戴炎辉《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二、刑
法史 　研究概况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　乔伟《中国刑法史稿》　周密《中国刑法史纲》　张晋藩
等《中国刑法史新论》　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 三、民法史 　研究概况　潘维和《中国
民事法史》　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 　张晋藩主编《中国民法通史》 　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 
　　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 　孔庆明主编《中国民法史》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 　　陶毅、
明欣《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　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 　郭建《中国财产法史稿》 　黄宗智《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
较》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年》　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1901—1949年》
　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 四、宪法史 　研究概况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 　荆知仁
《中国立宪史》 五、司法制度史 　研究概况 　张晋藩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 　那思陆对司法制度
史的研究 　其他学者对中国司法制度史的研究 六、家族法史 　研究概况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
理》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 七、民族法史 　研究概况 　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 　徐晓光
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 八、中华法系专题 　研究概况 　杨鸿烈对中华法系的研究 　陈顾远对中华
法系的研究 　张晋藩对中华法系研究的总结与开拓 　其他学者对中华法系的研究 九、中国法律儒家
化专题 　研究概况 　瞿同祖论中国法律儒家化 　祝总斌论中国法律儒家化 十、中国法律近代化专题 
　研究概况 　张晋藩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 　李贵连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 附录 　中国法制史
学主要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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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早已为世人所公认
。
而今，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其“法学家”的称号也终于实至名归了，对于身处乱世的任公来说，其
法学成就、法学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仅从其为数众多的法学著述即可见一斑。
其于1904年著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即为经典之作，洋洋洒洒数万字，在论述考证中
国历代成文法编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成文法的渊源、公布和缺点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可谓中国传
统成文法讨论之第一文。
称其为“中国传统成文法讨论之第一文”，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其著成时间为证。
此文著成于1904年，是国人对中国传统成文法加以系统研究的第一篇专著，“此后两年，日本人浅井
虎夫的《支那法制史》才被译为中文。
15年后即1919年，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才译介至中国。
”从实质上来说，“第一文”的称谓，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文章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成就。
1. 梁启超在此论著中第一次运用了“中国法制史”这一概念，开创了近代意义的中国法制史学科，并
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独辟蹊径、突破创新，为后世中国法制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
他从黄帝尧舜之时开始考察，沿着战国、两汉、魏晋、唐宋、明清的时代轨迹，梳理出中国传统成文
法产生、发展，以至成熟的清晰脉络。
进而站在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归纳出传统成文法的渊源、公布及其缺点，极大的更新了中国法制史
的研究方法。
2. 为了厘清中国成文法前进的时代轨迹，梁启超对战国以前的成文法、李悝的成文法、两汉的成文法
、魏晋的成文法、唐代的成文法、宋代的成文法、明清的成文法，都予以专门研究。
经过旁征博引、比较分析，得出结论：①春秋是中国传统成文法正式诞生时期。
他对战国以前承载君主诏敕、法律雏形的典籍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古代礼、法关系加以论辨，认为，
“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但是“逮于春秋，社会形势一变，法治主义，应于时代之要求，
而句出萌达。
于是各国政治家，咸以编纂法典为当务之急。
”“可知成文法典，至其时而已大具矣。
”②两汉魏晋是中国传统成文法大发展时期。
“后汉魏晋之交，法典之资料益富，而编纂之体裁亦益讲，有组织的之大法典，先于世界万国而其成
立”。
③唐宋明清是中国传统成文法的成熟时期。
“唐宋明清，承流蹈轨，滋粲然矣，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灿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
”对于中国古代编制成文法的人物，梁启超首推魏国李悝，他认为“语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则李悝其首屈一指矣”。
他认为李悝对中国法制有两大贡献：①奠定了其后成文法的基础，认为“后世一切法典之对于《法经
》，非徒母子血统的关系，而实一体化身的关系也”。
②集先秦成文法习惯法之大成。
认为李悝编制公布的《法经》网罗了各诸侯国的成文法以及习惯法，“我国法律之统一，自《法经》
始”。
梁氏把李悝的《法经》与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相提并论，推崇之意，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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