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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中国社会或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
古代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机理。
具体说来，古代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多侧面、多层次的公共组织模式，有着特殊的公共政治事务处理
模式，有着特殊的社会控制或治理模式。
总而言之，有着特殊的社会秩序架构及原理。
　　对于这一点，近代史以来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认识层面上，似乎都比较清楚，但是一到
学术研究的实践操作层面上，大家似乎都模糊了。
就是说，抽象地讲这些道理时，似乎谁都清楚，但一到具体分析、阐释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时，就
不是这么回事了。
比如人们惯于用西方学者从西方社会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商
品经济、市场制度、市民社会、私人空间、公共权力、公共政治、民族国家、公法与私法、私有制等
一整套概念体系作为标准或尺度，去分析或阐释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结果就等于戴着有色眼
镜看中国，不知不觉就歪曲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本质。
　　基于这样一种“以西范中”、“以西解中”的衡量或解读，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惯于觉得古代
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秩序（或体制）一无是处；特别是惯于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远远落后于西
方，过于粗糙、野蛮、简陋。
所以，近代史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和教材常常可以写成控诉古代中
国法制落后、腐朽、残酷、保守的控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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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湖社会的存在与活跃时近代中国的一个日常现象。
通过本书的研究，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解纷模式可以概括为“帮权自治型”解纷模式。
在“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江湖社会解纷模式蕴涵的本土自治能
力、自治经验极易被忽视。
针对于此，本书以“汉口码头”这一近代中国城市基层空间为研究场域，描述、解释在这场域中的江
湖社会如何解决纠纷，他们解决纠纷的模式在近代中国法律发展、法制变迁过程中有何特质与意义，
这是一项以大量原始档案为基础的“城市区域法制史”范畴的研究。
本书试图探讨，在近代中国继受法与固有法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法律发展大势中，底层社会力量的
纠纷解决活动具有哪些内在机理、常变之道，这些“内在机理”、“常变之道”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有
何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本书引用史料翔实，研究领域及角度比较新颖，语言通俗易懂，作者能够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
认识和看待中国近代城市江湖社会及其各构成要素，包括其纠纷解决模式的利与弊。
本书研究在选题上的特殊性注定了其研究所涉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无论对中国城市区域法制史还是
对于中国法律文化多元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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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长江中下游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中，汉口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的商业、行会、社会冲突的研究，成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典范。
皮明庥的武汉城市史研究也有丰富的成果。
关于市镇的研究也较多，其中以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研究》较为系统化。
汉口城市史的研究正在逐步拓展，如武汉大学历史系关于“十五至二十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
化变迁”的课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关于“近代新兴职业群体与都市社会的系列研究”
，均涉及汉口研究，而且取得了众多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的成果，如冯天瑜、陈锋的《武汉现代
化进程研究》，周荣的《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杨国安的《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
展史论》，王美英的《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
市镇史、城市史的研究已大体超越宏观、概况的平面式描述而进入深度分析。
　　比照当代中国的城市模式与行政区划体制类推传统“市镇”形态、类推汉口的古代与近代治理框
架，这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
“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
”[4]“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
”[5]在早期，“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之地，具有军事、行政职能。
宋代以后，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发生了变化，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仅有量的差异而已。
[6]赵冈认为，“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
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
它们通常都有城墙或加上外部保护，城内有政府的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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