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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
　　伴随着向新世纪迈进的时代脚步，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地展开
。
这场伟大变革的进程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导引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走向。
　　综观20世纪的全球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区域或国度，尽管法律变革的过程、特点
和目标有所差异，但是作为一种模式或势态，法制现代化却几乎成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法律表现。
诚然，这个进程在不同的文明国家中的具体实现程度是不同的；不过，它所昭示的法律文明成长的时
代走向却是激动人心的。
　　法制现代化属于法律发展的范畴。
法律发展论所要探究的乃是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的互动关联结构， 它所要构建的正是法律成长的
一般模型。
在法律发展论领域中，法制现代化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
转变这一特定过程，寻找这一转变的内在机制。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
这个进程或是因内部诸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走向现代，亦称“内发型”法律现代化；或是因一个较先
进的法律系统对较落后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进步转型，亦称“外发型”法制现代化。
但不管是哪一种变革形态，法制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创新的进程，其实质乃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
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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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述主要考察近代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刑事法制转型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阶段刑事法制中“规范-
价值”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
其目的是借助对刑事法制近代发展史的具体描绘和本质揭示，阐述“平权”因素的增长和“特权”因
素的衰减是刑事法制向现代转型的特征，来说明权益因素的变迁与刑事法制转型的关联，通过对刑事
法制近代转型过程的具体认识为刑事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作一点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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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转型前中国刑事法制的规范与价值　　到20世纪初，中国刑法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历史
。
以刑法为主体的法律典籍不仅形成古代社会中维护皇权特权最为成熟而与新时代要求不相扦格的法律
体系，也构成了20世纪初刑事法制转型的历史起点。
　　一、古代中国刑事法制分析　　（一）古代早期刑事法制状况　　早期的刑法简称“刑”，如《
禹刑》、《汤刑》。
刑是罚的泛指，如《玉篇》：“刑，罚之总名也”；刑又以代替“法”，《尔雅?释诂》又云：“刑，
常也，法也”。
《礼记．王制》也说：“刑者侧也，侧者成也，一成不变也”。
这是否是著文者的附会难以确定，但刑与法两者确实有内在相通的意思。
刑本身除了使人痛苦，剥夺人的权利外，还是有法的成分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大刑用甲兵”的说法
。
“大刑用甲兵”，将众人参与的“甲兵”（战争）既与“刑”相联系，又显示了两者的区别。
如果随意地杀与夺，就不是属于“刑”，只是“兵”而已。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刑的认识开始理论化和系统化（尽管不像今天那么严密和完整），出现了
“刑名之学”。
故《史记》说韩非“好刑名法术之学”对刑的看法逐步深化后。
就涉及刑的目的和功能．如“夫刑者，制死生之命，祥善恶之源，翦乱处暴，禁人为非也”有人认为
，此时，“刑与法二字很少连用，更没有形成后世刑法科学的概念”，意即否定刑法学的形成。
看上去说得有理，但用的是现在的评价标准。
笔者认为，只要存在对“刑”进行理性化的分析，无论这种理性的程度如何，刑法学就产生了。
至于是否完善，是不能以今天的学科体系、理论深度去衡量的。
　　三代以后“法”的出现，与刑有极大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法的古字是“瀵”，《说文》云：“灋，刑也。
平之如水。
从水，席所以触不点者去之，从去，会意”。
作为“灋”，就不仅是有致“害”的表象（即去），而且有平直的价值体现，有判决和程序，开始对
审判权加以规定。
于是《淮南子》说：“法者，天下之度量也，而人主之准绳也”。
就是说“入主”之上还有另外（制约）的标准，因此说，刑与法在古代就有联系。
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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