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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内部因素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有其固有的特殊轨迹，是一系列复
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交织着异常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一方面，社会转型对法制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制现代化对社会转型
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一互动进程中，1840年至1928年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经历了启蒙期、发生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递嬗，社会思潮、知识分子转型、法学教育转型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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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强:江苏句容人，曾先后就学于吉林大学、苏州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法制史研究。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法商研究》、《政治与法律》等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三十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书籍目录

前言　一、研究的缘起和范围　二、有关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三、研究方法和架构　四、创新性研究
成果与不足之处第一章　绪论：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概说　第一节　法制现代化内涵类览
及反思　第二节　法制现代化发生期研究诸说辨析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第二章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　第一节　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　第二节　外交
和约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启蒙的影响　第三节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蒙　第四节　《
资政新篇》与西方法文化传播　第三章　政治制导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生　第一节　清政府西
方法文化政策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发生的影响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的推动
及其局限　第三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的发生第四章　北洋军阀统治与近代中国法
制现代化的徘徊　第一节　袁世凯政府法制变革的内容及特征　第二节　段祺瑞政府法制变革的内容
　第三节　曹锟“贿选宪法”及其价值评价第五章　社会思潮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第一节　进化
论思潮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第二节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第三节　人道主义思
潮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第六章　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第一节　戊戌前后知识分子
的转型与法制现代化　第二节　清末知识分子的转型与法制现代化　第三节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转
型及其法制现代化思想第七章　法学教育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第一节　清末留日热潮与法制
现代化　第二节　清末法学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第三节　民初法学教育与法制现代化结语　近代中国
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启示参考文献后记英文目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章节摘录

书摘清末新知识分子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综观清末政治舞台，新知识分子始终是一支最为活跃的社
会力量。
他们以学习西方文化、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为主要手段和途径，完成了从封建知识分子
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型，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的最有活力的先导力量。
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清末新知识分子的西方法文化传播以空前猛烈的声势冲击着旧的法律
思想文化和统治秩序，掀起了比戊戌时期更为强劲的法制现代化的思想解放潮流。
这一时期新知识分子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具体表现为：    (一)大力译著和出版西方政法书籍，加速了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法律学说的引进。
    清末输入的西方政治法律文化，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飞跃，"西法东渐"的
速度也明显加快。
在新知识分子的推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已偏重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法
律政治方面。
江苏留日学生于1900年创办的《译书汇编》，就以编译欧美政治名著，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主要
内容，湖南留日学生于1902年编辑出版的《游学译编》，也以翻译西书为主。
据统计，1902年《新民丛报》刊行24期，每期首篇和第二篇的内容，属于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就占
了23期。
这一年《新民丛报》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多个篇目，其中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
计180多个篇目，占总数一半以上。
其他刊物，如《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醒狮》、《
民报》、《复报》、《河南》、《江西》等，或专门开辟"法政"专栏，或经常刊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
的法律和法学的译著文章，无不注意对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介绍。
    此外，清末新政时期，由于修订法律的需要，沈家本又组织人员集中翻译了大批西方法律制度。
据统计，在沈家本的主持下，到清室覆亡为止，共翻译出几十种外国的法律法规和法学著作。
从所译各国法律及法学论著的范围来看，几乎涵盖了当时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所介绍法律的
性质来看，既有属于英美法系的，又有属于大陆法系的；从引进的规模、力度和速度来看，有清一代
前所未有。
这些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的大量译成，为清末法制变革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法律蓝本和法律依据。
    (二)新知识分子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立宪宣传，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初的头几年，宪政思想尚鲜为人知，仅在少数知识分子及开明绅士中间传播，但随着清末变
法新政的推行，新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把立宪当作自己的政治思想，通过由其作为重要构成的立
宪派的宣传，致使立宪思想纵论于朝，横议于野，不仅在知识界广为流传，而且在市民乃至工农群众
中间也家喻户晓了。
立宪思想的勃发首先反映在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不少由新知识分子主持的宣传立宪的刊物。
像《大公报》一创刊就主张立宪，日俄战争结束时，它刚好举行千号纪念征文，一篇论"君主立宪者，
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的文章就荣获一等奖。
创办于日俄期间的《香港商报》、《东方杂志》、《时报》、《扬子江》等刊物更是致力于立宪的鼓
吹。
p.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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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将法制现代化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考察，将法制现代化分为启蒙、发生和徘徊3个
历史时期，并着重分析了社会思潮、知识分子转型、法学教育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史现代化的关系，
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艰难转型。
全书脉络清晰、持论有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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