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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伟华是我指导的2006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在此期间，他付出了大量心血，终于付印出版。
　　就目前而论，法律史学界多集中晚清领事裁判权的研究，而研究前清涉外司法问题尚属少见，其
研究成果更属罕见。
这使本书的出版带有明显的创新性，由于本书广泛地占有档案等各类历史资料，并加以分析运用，使
本书建筑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另外，本书运用法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地还原前清涉外司法的历史场景，并立足于当
时的社会制度环境，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进而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为丰富法律史学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本书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前清涉外司法问题及晚清领事裁判权问题，均与中国
法制的近代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要全面、深入、客观地剖析这一问题，则需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发掘更多的新史料，以解答上述
问题。
希望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新的成绩，以飨读者。
在此付梓之际，我欣然为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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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清代前期（1840年以前）发生于广州一带的各类华洋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还原清前
期涉外司法活动的历史场景，从动态的、微观的角度考察清代涉外司法的体制及其内在精神，剖析中
西双方在司法、外交领域的矛盾冲突及其历史、文化根源，进而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现代化”做出了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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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时代，狭义的“司法”主要指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这与中国古代法律语境下的“司法”有
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别。
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尤其是在地方，省、府、州、县的各级首脑往往统领诸权于一身
，故其司法活动的内涵远比审判复杂得多。
另外，传统司法素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征，司法的重心往往更注重执行刑罚，本书所涉及的诸类
涉外司法活动尤其体现了这一特征。
基于此，本书所论述的“涉外司法”系指清朝统治者处理涉外案件的有关活动与过程。
　　其次，是关于本书研究时空范畴的界定。
其一，就研究时段的选择来看，以往成果大多关注晚清时代。
但晚清的国衰民弱、主权沦丧等许多客观的历史因素常常左右研究者的主观情感，从而会给冷静地分
析研究造成诸多不便。
相比而言，清代以前的时段同样缺乏可供研究的典型意义，当时西方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其全球扩张
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政治、文化冲突还不显著，中西之间暂时缺乏全面接触及往来互动的现实依据，相
互之间甚至缺乏基本的认识。
在这种前提下妄谈涉外司法及文化价值冲突，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及典型意义。
就清前期来说，当时中西之间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接触，种种矛盾与冲突也逐步在经贸、政治、外
交、文化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显露出来。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外交及司法方面，涉外司法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其二，就空间方面来说，广州历来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口岸。
人清以来，广州先是成为开埠通商的四大对外商贸口岸之一。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年（1840）之间近百年的“一口通商”时代，广州更成为中西商
贸及文化往来的主要舞台。
清代前期的广州府是广东的省会及首府，下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新宁、增城、
香山、新会、三水、清远、新安、花县等十四个县。
其中南海和番禺为首府之首县，广州城区西属南海县、东属番禺县，是清前期西方人在华经商、留驻
的主要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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