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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仔细阅读该书，本书共有三特点：    首先，是作者视野开阔。
作者写清代而又不像现有的论著那样局限于清代，而是从历代对边疆的认识，对边疆治理的高度出发
，从宏观上把握清代边疆法制，以清代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立法、司法为中心，从宏观和微观
两个层面，对清朝后期边疆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历史的、立体的综合考察，这需
要有相当的认识能力和对整个中国边疆法律史的驾驭能力。
在该书中，作者注重从整个中国治边史的角度出发，将清代的边疆法制和民族关系的研究置于一个大
的历史背景之下；注重将整个清代全局性的治边思想、治边政策与局部、区域的法律治理结合起来；
注重从南北边疆地区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对清朝在南方和北方的法律调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注重
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方制度史上的差异以及现代民族政治理论，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除对清朝的边疆法制进行立法层面的研究之外，作者还更加注重对清代边疆法制进行司法层面的研究
，关于清朝的司法制度，虽然一些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但是更多的是对汉文化地区的研究，结合清代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司法进行研究却甚为少见，作者写作的着力之处也
恰好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其次，作者努力在学科交叉上下功夫。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的方法问题，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几次年会都着重讨论过
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对于方法论上的创新，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说明关于法律史研究
的方法问题，目前为中国法律史学界所关注。
言及方法创新，无论怎样，学科之间的交叉始终是必要的，从根本上讲，法律史学本身就具肓很强的
学科交叉性质，作为一门法学学科，它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中国古代法律极为发达，在形式上往往已经高度法典化，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应当把它作为一种
“活的法律”，而不应当就其制度而言制度。
该书以清代治边法律为研究对象，联系到中国历代治边法制，注重史料与史论的结合运用、历史叙述
与文化解释相结合；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解释以及在弄清历史原貌的情况下，寻找它的规律和
经验、教训；注重采用比较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这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从整个封建社
会后期的边疆民族法制出发，对清代的边疆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它在整个整个封
建社会后期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内部联系；注重对清代前
期和后期的边疆法制变化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注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对整个清代在这一问题上的不
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将法理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
在研究径路上力图充分运用上述方法，把对清朝边疆法制的研究置于对民族关系研究的背景之下，把
对清代的民族关系研究置于对清代法制研究的视角之下，体现出学科的交叉性质，从而得出较为合理
的结论。
    再次，该书除在方法上表现出作者的新思路之外，我认为还有许多富有新意之处，在此列举一二：
第一，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边疆法制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关系认识
的“文化边疆”概念。
第二，作者对清代边疆法制的有关论述也有一定创新。
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清代边疆的法制对于由于清代人口激增而引发的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这一基
本事实，引起的整个国家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对边疆地区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的影响给予
了关注。
认为清代边疆人口激增，不仅促使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的国家法律控制，而且还突现了习惯法在清代
边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边疆法制的
近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该书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突出了清代边疆法制在我国民族政治史和法制史上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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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乾隆时期，“命被兵地停征三年”，一再申明严禁骚扰苗民，严禁兵役、通事下寨采买，禁
革滥役，革除塘夫派累；严禁“汉奸”擅人苗地生事，重治汉族吏民犯罪，并严惩官员的失察和徇纵
。
内地汉人进入苗地，须有印信，地方官滥给印信，害员或“罚俸”，或“降革”；纵徇者，“该管官
革职，纂之上司降一级调用，兼辖之上司降一级留任，统辖之上司罚俸一年”。
乾隆十四年，贵州黄平州役陈君德强奸苗妇阿乌、拒捕殴伤苗人阿乜，巡抚爱必达请照强奸未成、执
持凶器拒捕致伤旁人例拟绞监候，弘历下旨“应从复位拟”，并命刑部定例今后如何重惩“仍入番苗
境内滋事”的汉族吏民人等。
刑部遵旨议定：“嗣后如内地吏民擅人苗地强奸抢劫等项，查所犯情罪：其例应斩监候、绞候者，从
重改立斩、立绞，并于审明题复后，押赴犯事处正法”，弘历又谕将此“加载律例”。
但是，这些法律措施并没有能完全解决苗汉之间的矛盾。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一伙贩牛汉人将在苗区所买牛群赶往汉区，于凤凰厅栗木汛属之苗寨勾补
附近被人抢走。
牛贩告于汛官刘把总。
刘把总认定是勾补寨人所为，强令赔偿。
寨民对名誉上的诬蔑、经济上的勒索十分愤怒，以石满宜为首与之抗争。
官府则调兵800围剿勾补，村寨房屋遭焚烧。
石满宜、龙官等人被凌迟，百余烧死于凤凰城外，被俘之133人或卖作奴仆或充军新疆伊犁，200户人
家的勾补寨因此而寨毁人灭。
勾补寨冤惨案轰动毗邻苗族村村寨寨，旧仇加新恨，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风暴，《圣武纪》谓：“勾
补寨苗讼窃牛于官，而病及阖寨，遂激石满宜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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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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