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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课题的成果，该课题被教育部确立为“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同时也被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本套书凝聚了全中国五十多位法律史专家、学者十多年的心血，作者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推动中国法律
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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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而今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中国的司法也在努力追求现代化。
人们的共识是司法在塑造健康的社会发展环境和人文环境问题上，被赋予了十分重大的使命。
没有高效而权威的司法就会失去秩序，没有廉洁而公正的司法就无法建立诚信，没有坚强而独立的司
法就无法确保政治清明。
司法现代化是个不争的课题，是个必做的课题，相对于其他与民族习性、文化传统关联不大的社会元
素，司法现代化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课题。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个性在于，立法上可以借鉴西方现代立法经验，制订出台各种各样为时势所需的法
律，但司法上却无法汲取他们相应的执法经验。
因为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人文传统不同，人们对社会认知的角度不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方法
也不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形成了司法传统上的巨大差异。
西方的司法以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为主，而东方则以司法官员的主动纠问为主。
西方的司法模式中，法官的作用在于主持、引导诉讼，对诉讼各方不阻不助，易中立；而东方的司法
模式中，司法官员则是完全控制诉讼，完全掌握诉讼的发展与结果，易生偏颇。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法官靠严肃的宗教信仰，先约束内心，进而达到约束外在行为的状态
。
少数东方国家杰出的司法官员则是靠对君主的忠诚，对老百姓的怜悯来养成和维系好的司法行为习惯
，追求好的司法结果。
而绝大多数司法官员则是在严刑峻罚的威慑下，胆战心惊地履行职责。
所以，翻开历史，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对法官具体行为的严厉约制，却看不到严密的司法理论体系和完
整的制度体系。
但即使如此，中国古代仍有许多朝代统治超过二百年，在那种交通、通信均为原始的时代，一姓王朝
能够达成如此长久的统治，绝非幸致，而是依靠明确且极具操作性的法律制度来维持的。
但是，古代的法制历史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具体做法。
这些做法在现今法官还不能做到靠内心约制以维系廉洁、维系公正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强的时代性的
，可以作为司法进步的初步阶梯。
司法现代化，除法律体系应率先现代化外，法官职业化就几乎是重中之重了。
在法官职业化进程中，除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相应的制度外，学习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和借鉴古代的
司法制度也是必行的路途。
由此，有必要检点我国传统司法官员责任制度，以为现代法官职业化提供一些借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校正一些对古人、古事的纯粹的否定评价倾向。
一些评价及相关定论，表面上逻辑严谨，有理有据，看起来非常合理，但却不能真实反映历史原貌，
也不能真实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方向和古人成功统治的经验，有时甚至刻意丑化古人思想的初衷，
贬低他们创造的辉煌成就，一定程度上蒙蔽了后来执政者、学人，误导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在割裂
历史，这是我们在讲求科学、民主的今天不能不知晓、铭记的。
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那思陆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史观学派都喜好创造一个大理论，透过这个大
理论描绘过去的历史，而且大胆地预测未来，他们几乎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伟大的理论常会制造出伟大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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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套装共10卷)》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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