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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用一句套话来讲，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服务。
这没有人反对，大家都认为是对的。
问题在于，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重心是什么？
这在学者当中意见不一致。
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中国法制史主要是了解近代法制史。
因为近代法制跟我们社会主义法制最接近。
从清朝末年开始法制改革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制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
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虽然从性质上来讲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从形式上来讲是属于大陆法系的，说得
更准确一点，实际上是德国法系。
当初在清末进行立法改革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学日本的，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学谁的呢？
学德国的。
经过了这么一个弯拐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形式上是德国法的一套形式。
很多人讲重心应该是近代法制史，因为近代法制史跟我们最接近，所以我们只需要研究近代法制史就
行了。
而近代法制史又是和欧洲大陆的法制比较接近的，如果这么说，中国法制史可学可不学，我们只需学
习外国法制史就可以了，了解大陆法系什么样子，英美法系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中国法制史，重心是了解什么叫做封建法。
虽然中国的封建法在清末的时候，已经算是基本上解体了，在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的法制和过去的封
建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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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新谭》以深入浅出、生动机趣的语言，阐述中国法制史研究中至今尚有争议或以往
没有讲清楚的问题。
全书没有通常学术著作的大段引文化详尽注释，而是整理成60个专题，按时代顺序归纳为上古法制史
、中古法制史前期、中古法制史后期、近代法制史共四章，每章容纳十余个专题，每个专题的题目都
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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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封建法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心（代序）第一章 上古法制史新谭一、中国法律起源的时间二、五刑与
阴阳观念三、神判与周易四、从“帝祖合一”到“以德配天”五、流刑与恕道六、什么是“礼”？
七、关于“五礼”八、“亲亲”原则与九族、三党九、“尊尊”原则与政治等级十、春秋成文法的原
因与形式十一、姓氏之别与商鞅变法第二章 中古前期法制史新谭一、“布衣将相”与汉初“无为而治
”二、老子与黄老思想三、捕盗与削藩四、东汉司法机构的演化五、春秋决狱与陪审团六、律学与两
大流派与唐律渊源七、《张杜律》和杜预八、“准五服制罪”与五服九、唐盛成因——民族大融合与
长江流域开发十一、关于《开元律》十二、唐律中的“官当”十三、唐律中的“比附”十四、唐律中
的“出入人罪”责任第三章 中古后期法制史新谭一、宋代专制集权与编救成因二、刊版印刷与活字印
刷三、宋代的新刑罚四、元代文化的贡献五、元代的宣政院六、明代“三法司”源流七、明代的特务
机关——厂卫八、清初的政治策略九、《钦定西藏章程》和“金奔巴”制度十、清代司法机构的特色
十一、清代的秋审制度十二、古代民事法规不发达的表现及其成因十三、古代婚姻的目的与原则十四
、同姓不婚与良贱不婚十五、“七出”与古代离婚条件十六、宗祧继承与爵封继承十七、“诸子均分
”的成因第四章 近代法制史新谭一、晚清“预备立宪”的缘起二、改良与革命——预备立宪的进程三
、领事裁判权始末四、民主共和体制的初建五、三民主义与临时约法六、辫子、缠足等陋俗的禁除七
、孙中山的改元改历八、“北洋”系的来历九、袁世凯和“天坛宪草”十、“新约法”与帝制复辟十
一、十年宪政的努力与破产十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富农”问题十三、“二五减租”的发明权十
四、解放战争与“五四指示”十五、《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人性化十六、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争议十
七、关于“废除六法全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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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一般称这个新的阶层为新兴地主阶级，但这是按照郭沫若提出的分期法，如果按照现在有的观点
认为封建社会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话，也就无所谓这个阶级在春秋战国的出现。
因此我想，与其说“阶级”，还不如说“阶层”，更中庸一点。
实际上这里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有一个新的阶层、与以往不同的阶层出现了，
新兴地主的出现就是因为土地制度、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叫井田制，这是建立在全国大一统的基础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所有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周天子所有，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大夫分给士，
他们的剥削方式就是井田制，他们的土地再分给奴隶去耕种，奴隶就是按照井田制耕种。
中国的奴隶制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奴隶制都是大生产方式，很多奴隶住在一起，在奴隶主或
监工的监督下，早晨一起出工，晚上一起收工，在一大片望不到边的土地中劳作，收获的好坏与己无
关，这样奴隶种地当然没有积极性。
中国的奴隶制则是小生产，一家一户的方式，比如一个奴隶主有100个奴隶，他把土地分成100块交给
每个奴隶去耕种。
西周时期不讲土地面积，因为土地不能交换、买卖，讲面积没有意义，所以当时不计算土地面积，只
是把一块土地交给一户奴隶种，再把这块土地分成平均的若干份，比如平均的九份，看起来像个“井
”字，这就是井田的由来，当然也可分成6份、12份等等。
秋天时，其中一份的收成留给奴隶作为口粮，剩下8份的收成归奴隶主，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劳役地租
，是剥削奴隶在8份地上的劳役。
这种剥削方式下，奴隶的劳动积极性是很差的，因为不管我种地种得再好，我只能拿到九分之一，很
没有积极性。
很多道理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为什么搞不下去，因为没有积极性，大家都是挣工分，假
如我的工作很努力，锄草时锄得很认真，收割时割得很干净，因为我的贡献，增产了100斤粮食，但生
产队里100个劳动力平均一分，到我手里的只有百分之一，1斤，所以社员当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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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没有通常学术著作的大段引文和详尽注释，只是用通俗的语言，把作者二十多年来在中国
法制史教学与科研过程中的所阅、所讲、所思、所写的一些心得整理成一个个专题，按时间归类而已
，共60个专题（包括代序）。
所述内容大多与现行教学有关，文体随意，夹叙夹议，有则多论，无则少议，因此各专题的文字也轻
重不一。
聊以告慰的是，每一个专题都不是人云亦云，都有自己的思考与浅见。
为了查找方便起见，本书按时代顺序归纳为上古法制史、中古法制史前期、中古法制史后期、近代法
制史共四章，每章容纳十余个专题。
四个时代的断限，上古相当于夏商周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只是其下限至战国结
束，并非郭沫若提出的春秋结束；中古相当于封建制社会时期，上限始于秦统一天下，下限迄于鸦片
战争，其间以唐末为前、后期的界限；近代的断限，上限仍始于鸦片战争，下限则迄于1949年全国解
放，这是目前史学界与法制史学界的通识。
古代民事法规的6个专题，涉及整个古代，不易安排，因此统一将其列入第三章的中古后期尾末。
本书的目的，是想将作者自以为在以往中国法制史研究中没有讲清楚或讲错的问题，以通俗机趣的语
言讲得尽量接近事实一些。
但也许盲人摸象，甚或南辕北辙，还望方家高明不吝赐教。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笔者所在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所给予的支持，他在法律史研究
方面二十余年筚路蓝缕、孜孜砣砣的艰辛努力与等身论著，也常使我们这些同龄人感到汗颜，受到激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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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新谭》没有通常学术著作的大段引文和详尽注释，只是用通俗的语言，把作者二十多年
来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科研过程中的所阅、所讲、所思、所写的一些心得整理成一个个专题，按时间
归类而已，共60个专题（包括代序）。
所述内容大多与现行教学有关，文体随意，夹叙夹议，有则多论，无则少议，因此各专题的文字也轻
重不一。
聊以告慰的足，每一个专题都不是人云亦云，都有自己的思考与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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