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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对司法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为法律学术的主流。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命题下，人们对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寄予厚望，同时也不乏
对其弊端的分析和改革的建议。
就在多数研究者把焦点放在对制度现实的分析与评论的时候，我的学生沈国琴选择了“中国传统司法
的现代转型”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通过挖掘大量的文献，对中国传统司法的构造及其文化根基，传
统司法现代转型的发端、继续和反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司法现代化问题的
看法，补充了这个领域研究的不足。
这篇论文曾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的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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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至民国的司法发展杠中国的司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因为这是中国司法从传统向
现代转变的起点 和最初发展阶段。
本书采用内在观察的视角．对晚清至民间近一百年的司法史进行了梳理，对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 独
立的新式地方法院一一天津法院进行了典型研究，从中国近代宪政发展的背景、近代中国所形成的两
种宪政理念以及 在转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司法权的结构等角度，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进了分析
，当然。
对于转型过程中的外在因 素，加治外法权、司法人才，财政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具体的的分析
。
最后在以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的司法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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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司法的构造及其文化根基第一节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构造一、传统司法组织的构造
对中国传统司法组织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与中央一级政府的组织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
能一概而论。
地方政府直接处理司法事务，表现为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形式，中央一级政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了
司法和行政的分立，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是它并没有独立性，直接向皇帝负责，并受其他同级行政
机关的干扰。
另外，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本身就是司法行政合一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其掌握着最高的审判权。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地方各级，地方长官直接行使司法权，处理司法事务。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国家机关已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地方则由郡守、县令兼理审判”。
[1]秦朝继续了这种做法，自此以来，地方各级长官兼理司法的模式相沿未断。
秦以后各朝，或分为两级（如秦、汉时设郡和县两级；隋、唐、宋时则设州和县两级），或分为三级
（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设州、郡、县；明清时期则设省、府、县），或分为四级（如元朝设省、路、
府、县），但无论将行政机关分为几级，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均享有司法权却是一个通例。
2.在中央一级，秦以后形成了专门的司法机关。
秦时，中央设廷尉，主管狱讼之事。
汉承秦制，仍设置廷尉，但汉武帝以后，为限制相权，逐渐扩大尚书职权，赋予尚书司法行政与司法
审判权。
至魏晋南北朝时，基本延续汉制，但在北齐时，改廷尉为大理寺。
隋朝时，设立一个新的司法机关——刑部（由尚书演变而来），唐朝时刑部不断完善，与大理寺、御
史台合称为“三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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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要把这篇博士论文付梓之际，我正沉浸在孕育新生命的喜悦之中，同时也被面部神经麻痹这一疾病
所困扰。
经历着这有喜有忧，充满希望又伴随着困难的一天一天，感受着老师、朋友、亲人的帮助和关爱，使
我常常想起写博士毕业论文的日子，这一切何其地相似！
那段时间里种种不同的喜悦，我是记得的：关于中国的司法问题是我由来已久的兴趣所在，但是通过
对晚清直至民国的司法史进行梳理之后，兴趣上升为一种兴奋，一种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
，在司法权内在构造的框架内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司法的理念和制度的迫切心情催促着我把问题研究到
底；中国传统司法的现代转型涉及中国近代史，收集史料是免不了的工作和程序，但在故宫博物院清
史档案馆、在法学所的地下书库收集到那些尚未见过天日，又可为我所用的资料时，我如获至宝，那
份欣喜实是到了若狂的地步；以天津法院为个案，具体形象地讲述近代以来中国司法发展的历史，弥
补宏观场景下描述的不足，是文章主题和结构所需，但是当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设立的地方审判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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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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