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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史论丛（第10辑）：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是根据中国法律史学会工作
制度和安排，在与会代表向大会提交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由山东大学法学院负责编辑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其中几篇由于原稿的技术原因根据出版社的意见，未将其录入外，对参会代表所提交
的论文在编辑时基本上予以全文收入，并按照论文的主题大致依据所论述的题目性质和时代先后顺序
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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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元法”即制定法传统决定了判决理由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中国从来只有制定法，而无神法或自然法。
制定法是人定法或人意法，它一经制定出来，就立刻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空皮囊”，故“形”与“
神”分离是制定法的天生缺陷。
在这一点上，作为西方的人定法也毫不例外。
不同在于，西方从来都是“二元法”即自然法和人定法。
西方人定法的头上自始至终悬挂着自然法或神法的“海洋”，人定法可以随时随地地从中汲取思想的
营养，因而法律“形”与“神”分离的缺陷得到一定的弥补。
因此，在西方这个问题并不突出，而中国人定法的上方则空空荡荡，它没有万能的“神”或上帝的庇
护，中国法律的精神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精神。
而中国的制定法最早都出于法家人物之手，也就是说，只有子产、邓析，尤其是李悝、吴起、商鞅及
李斯等法家人物才能说清楚他们当时制定法律的真正含义，其他任何人只能揣测或意会。
而立法者一般又不是具体司法者，更何况立法者也是要死的。
正如孔子日：“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①所以，对于后来适用这种法律来办案的司法者来讲，法律规则无异于一具“僵尸”，或者他们看
到的只能是法律规则的“形”而非“神”。
可见，法律“形”与“神”的分离就成为中国法律最大的缺陷，因而法律“形”与“神”的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构成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基本矛盾。
　　中国有着悠久的判决理由传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基本信条。
只不过这种“理”就是天理、国法、人情的混合物，而和西方人讲的正义有许多不同。
古代判词重视说理教化，这是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晓的事实，而之所以重视判决理由，是为了
消除法律的“形”与“神”分离的状态，也是为了让这具“僵尸”能够成为审判的根据，故司法者只
能通过判决理由的方式输入自己的思想或法律意识来激活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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