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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那风起云涌的时代虽然已经逝去百年，但那个时代的无数纠葛与挣扎却依然具有令人着迷的历史
感染力。
那个时代构建近现代化法制的活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有着去深刻反思的价值。
本书运用归纳与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晚清整体时代背景的分析，提出了晚清法制近现代化变革是历史
的必然；将晚清法制近现代化变革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在对晚清近现代化法制成果作出部
分肯定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这次变革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对晚清法制近现
代化变革进行了反思。
     本书除“绪论”外，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十章来阐述各个命题。
上篇分三章阐述了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背景。
中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具体介绍了在清廷的主导下，在法制的各个层面所取得的成果。
下篇分三章阐述了对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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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晚清司法程序领域立法的最后成果《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除了构建具有近现代意义的
审判机构外，重要的内容就是采取调和的措施，在反思《刑事民事诉讼法》夭折的基础上，规定相应
的诉讼程序规则。
沈家本提出：“数月以来，悉心考究各国审判办法，其程途要，非一蹴可及⋯⋯当法律未备之时，为
权宜开办之计，调和新旧，最称允协，询足为前事之师。
”与《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相比，《章程》取消了一些相对激进的内容，如没有再提陪审制；用“
代诉制度”取代明确的律师制度；在审理方式上，没有规定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而是规定“相机为
之，不加限制”的原则性规定；对于一些与传统观念冲突不大的回避制度，合议制度以及上诉制度等
则予以保留。
从总体来看，该章程较为保守，但却真正具有实用价值，“其未经议覆之先，拟暂由各厅先行试办，
俟覆奏奉旨后再行遵照，并通行试办省份，以昭划一”，为已经或即将成立的新式审判机关审理案件
提供了法律依据。
该章程119条即明确规定了生效期间“本章程施行期间，自各级审判厅开办之日为始，俟法院编制法及
民事刑事诉讼法颁行后，本章程即停止施行。
”可以看出当时还是需要正式的刑事民事诉讼法的，因此，虽然有了上次的失败，但编纂系统的诉讼
法典的活动并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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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完成这样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王家范先生，是他的睿智给我以学术的信心，也
正是因为他的鼓励，才使我有可能完成这些文字。
而我那些各具特色的师兄弟和各方朋友的热情帮助，最终使得我能够把这本书展现在众人面前，我无
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会在心里记住这些鲜活的面孔。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问题来阐述，主要源于本人的兴趣和自己所掌握一些相关背景知识。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对于工作中出现的大量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务感到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发觉很多
问题都不仅是简单地在当下出现。
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依然处于转型时期大背景下。
在此基础上，以历史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近代法律的变革及这一过程的意义价值就奠定了我选择这样
一个命题的基础。
当然，我尽可能地避免就法制本身来探讨的法律史的局限性，更多是试图通过对社会背景的把握和具
体制度的构建，以及运用时空比较的方法来凸现这一宏大背景下法制变革的艰难。
作为钟爱传统文化的一分子，在法制变革的领域却又不得不抛开情感对其作冷静分析，利用法律这把
钥匙，去反思民族文化的不足，并借此对当时的法制进展的困境作出自己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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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旗下的悲歌: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是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晚清近现代化的法制变革是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内忧外患下中国主政者所采取的应急
措施。
于面对的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局，所以任何迟钝和谨慎都被认为是胆怯与颟顸。
恰如蒋梦麟先生所言：“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这种激烈的冲击势必在思想领域产生大的震动。
从观念角度来看，法制思想的嬗变表明旧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得不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哪怕是还没有真
正意识到这些新观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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