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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市场上可以找到近百本不同封面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在很多情况下将其称作“不同封面”，或许
带有溢美的评价，如果仔细观察，有些此类作品甚至连封面的设计也大同小异，只是作者的署名绝不
相同，使人能够一望得知这些“专著”的区别。
然而内容的相似性也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如果你有充分的耐心和足够的克制力，愿意翻检这些彼此雷
同的书籍，你一定会赞叹法史学界将生物学的“克隆技术”使用到法学研究中的学术成就。
无论是“历史的法律”，还是“法律的历史”，不会因为词语的表面翻新而令人钦服，当然这一做法
或者和所谓的“体制”限制有关，据说学术界评定职称，或者荣升硕导、博导之时，都要向评审者提
供“专著”，以表示被评定者的学术成果。
只可惜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法律的历史也只有一个，而需要荣升者多矣，于是除了援引生物学的
“克隆技术”之外，确是无他计可施。
当然也有少数耐得住寂寞的人，对某一专题有所发挥，但也往往淹没在世风日下的潮流中，连个闪光
的机会也没有。
如果换一个角度，甚至换一个观点，极容易被批评为非主流、不正宗，用法学的术语大约就是“体制
外”的意思。
体制内的学者永远是主流，自然应当成绩斐然，所谓内外有别，应当是随着时空不断变化的一种辩证
关系。
想当年孔丘还未发达的时候，在体制外周游陈蔡之间，饿得连饭都吃不上，及至后来孔丘进了大成殿
，其他各家只得下野。
体制外的学者有独特的长处，免去了诸如评级别、定职称、分房子的热闹，自然也就省去了体验讲宗
派、论亲疏、争短长的幸福。
体制外的人要想存活就必须独辟蹊径、甘于寂寞，自然也就多了些走弯路、遭冷眼、受排斥的快乐。
余定宇先生不是法学家圈子内的人物，当被划作“体制外”，然而他的系列作品《寻找法律的印迹》
，却常使体制内的学者们感到汗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找法律的印迹>>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游记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继本书的姊妹篇《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的“环球法旅”之后，作者三年前又
再次孤身上路，去展开了另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法律之旅”——从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到长城内
外的万里戈壁，从“铁马秋风”的塞北，到“杏花春雨”的江南，作者一步一个脚印地寻找着5000年
来中国法律的遥远故事，聆听着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依稀足音。
翻开这一部文笔生动而思想深沉的法学游记，你可以看到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幕幕悠长的《月光》和
《悲怆》，读出了中国文明进化史上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命运》与《英雄》⋯⋯而读完本书之后，对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特色”，和“今日中国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道路方向”等现实问题，读者或
许可以产生出许多更明晰或更深刻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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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定宇，广州人。
1968年赴海南岛知青，1982年广州师院政史系毕业，曾任职新闻记者，现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1993年开始，致力于“法治理论”和“东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
十多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率先从“法律”的视角来观察“历史”。
作者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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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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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步，比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的公开问世，早了足足八十八年！
漫步城中，有一个问题突然涌上我的心头，那就是：在春秋战国那个“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大动
乱时代，“铸刑鼎”这种丰功伟绩，为什么会首先在郑国这个小国、弱国发生，而不是在“春秋五霸
”之类那些大国、强国中发生？
其后不久，当我漫步在新郑的街头，浏览着街道两旁那些招牌林立的店铺，惊讶于这个小城镇的农贸
市场墙壁上那些浮夸奢华的罗马柱和遍地的古希腊裸女雕塑时，我忽然发现：刚才那些问题的答案，
其实早就清清楚楚地写在了这些街道两旁。
原来，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商立国”。
而众所周知，商业经济，天然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繁荣经济、增强国力；而另一方
面，它又很容易使人们物欲横流、精神萎靡，使城市变成一个奢侈腐败、诈骗盗抢等罪案频生的犯罪
渊薮。
如果想扬其之长，避其之短，“商业经济”就必然倾向并转化为一种“法治经济”，需要用“法治”
来引导和监管。
想到这里，我就开始有点儿明白，子产在郑国“铸刑鼎”的意思。
说起来，郑国是西周最后一个被分封的诸侯国，其原先的封地在陕西的华山脚下。
但早在西周末年，其开国君主郑桓公见国势艰危，便早早地将大部分财产家眷转移到了今日郑州附近
的一片荒野之地。
不久之后，周幽王果然被乱军杀死于骊山之下。
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在护送平王迁都洛阳之时，也顺势把郑国东迁到虎牢关一带，其后，又用武力吞并
了郑州邻近的许多小国，并建都新郑。
在郑武公的几番巧取豪夺之下，终于成就了郑国的一番模样。
但不管怎么说，东迁之后的郑国，仍然只算是～个小国。
它西有暴秦，北接强晋，东邻大齐，南面狂楚，在这四大强国的夹缝之中，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郑
国，日子一向不大好过。
所幸的是：郑国这一片平坦坦的国土，古往今来，都处于中原交通的一个十字路口，属于“万商云集
、百货辐凑”的商业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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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花了数年时间，一路实地考察。
从出土文物“彩陶上的鱼”说起，追溯着汾水斜阳、壶口细雨、洛阳旧事、“刑鼎”故地等法律萌芽
之地寻根觅迹，又顺着历史之轨一路探访秦国法典的生成、汉代法律的定型、隋唐法律的成熟、宋以
后法律的流变，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因各国列强入侵、西法东渐导致的中华法系的解体、国民党“六法
全书”的兴废、中国近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演进。
中国法律五千年的历史，在作者轻松流畅的语言中，由远至近，慢慢流淌，那么亲切，那么自然。
　　——何勤华观复而思今，发思古之幽思；追根而溯源，述历代之法制。
作者用文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将艰涩晦暗的法律发展史娓娓道来，犹如小河流水，涓涓滴滴，令读者
耳目一新。
　　——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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