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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辗转相承，绵
延不断，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特色鲜明的法律传统，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
它遗留下的丰富资料和提供的宝贵经验，都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法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因而受到
国内外法史学界的重视。
　　中国古代法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因时因事而异的可变性或转化性，
这二者并不是矛盾的。
相反，没有可变性的法律传统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风貌。
　　在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古老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都对建设中华民族的
法律传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中间既有冲突又互相融合，成为一幅异彩纷呈的画卷。
这种法律传统上的多样化，也来之于文化上的多源头，儒、墨、道、法各家学说，都尽其可能地支配
着、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与法律传统的形成。
但在多样性中又有着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种基本倾向是由中国深厚的宗法社
会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内涵极为宽广，而又跨越五千年的时空，因此需要从多侧面、多层次、
多角度去研究、概括，以反映其全貌和历史的真相。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如何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
进步当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从而把握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借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动性。
　　传统绝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决不是劣根性。
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
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
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
因素。
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法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
国，从此开始了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和逐渐融合的过程。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看，鸦片战争前后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古代坚持“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的“尊王攘夷”思想。
汉唐都表现出了大中国主义。
明太祖朱元璋一面讲“华夷有别”，一面讲“四海一家”，前者是实质，后者是雄图。
至近代，由于天朝大国的尊严在世界列强的凌虐下已不复存在。
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思想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其后，一部分官僚集团主张“中体西用”，从而为接受西方的文化制造了舆论准备。
就法文化而言，中西法文化由冲突、半接受、接受、融合到孕育新的法律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对于西方的法文化，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人士，在态度上是不同的。
譬如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诉，便从实用的角度对翻译国际法极感兴趣；而改良派则是借用西方
法文化的理论来改革政体。
　　由于中西传统文化中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法观念的不同。
西方有人认为大一统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是礼治国家，无所谓法。
这显然是由法观念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误解。
西方的法观念与权利观念密切联系，在它的指导下，罗马法最发达的部分是调整平权关系的私法。
与此相适应的抽象独立的人格、发达的契约关系、平等观念等等，是私法发达的基础和标志。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核心是刑，其职能主要是“绳顽警愚”，是“防民之具”。
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法律重公权、轻私权，刑法居于各法之上，刑名法律之学是古代法学的代称
。
所以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的差别在质而不在数量，尽管二者都是发达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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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建设，可以说对世界
法制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即使今天，西方的某些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进行反思时，也注意吸取中国法文化中的优秀传统部
分。
　　在对待中西法律文化的交融上，晚清曾经出现了守旧与图新之争。
守旧派把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的传统法律文化，视为中国几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不允
许变革体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祖宗之成法”；图新派接受了西方学说，改变了他们的法律价值观念，
积极从事变法修律，但在少数人中也出现了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倾向。
历史的经验证明：固守传统不可能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更不能完成
现代化。
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有取舍的问题，其标准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符合国情。
　　如果说晚清修律是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开端，此后经过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的改
革开放，是中国法律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由于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现代化也只有阶段性而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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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晋藩，男，汉族，1930年7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1983年被评
为法学教授，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
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老
教授协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理事等。
现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中国教育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名誉
主任。
　　曾出版《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法律史论》、《法史鉴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清代民法综论》
、《中国宪法史》等二十余部专著。
此外还主编了《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清朝法制史》、《中国官制通史》、《中国司法制度史》
等十余部专著和教材。
并发表了专业论文二百余篇。
其中不少已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出版。
　　1986年应邀为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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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法学权威张晋藩先生为法学研究生撰写的一部上乘之作，全书从多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国
法律的悠久传统，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法系的认识，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近代法律的转
型，为读者提出了中国法律古今的脉络。
本书将法律制度与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叠现，探讨了法律传统特征，具有强烈的历史真
实感与可读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