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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诉讼法制文明自三代肇造，辗转兴替，至李唐之际，臻于极盛。
然限于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既有断代诉讼法史之研究，往往宏观论述有余，微观描述不足，学界尚
无唐代诉讼制度的专著。

《唐代诉讼制度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诉讼法史断代研究的著作。
选择唐代诉讼法制作为研究剖面，以现代诉讼法学之理论框架，解读和融汇相关文献，在社会法学的
宏观视野下，探究唐代盛世诉讼法制文明的运行状态和发展脉络。

本书立于传统正史、律典、政书的基础上，合理移植“史料考订”、
“二重证据”、“文史互证”等史学研究方法，在唐代法制研究领域，彰显了史学与法学路径之有益
沟通。

《唐代诉讼制度研究》突显问题意识，又注重关照诉讼制度本身的程序完整性。
通过律令典章、出土文献、时人撰述的三重印证，对唐代诉讼制度、观念、惯例等做了完整考察，填
补中国诉讼法史研究空白。

作者陈玺同志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的青年才俊，思维活跃，治学严谨，理想远大，目标明确，
属于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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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玺，1976年生，陕西西安人。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法律
史专业博士后。
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第十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第48批中国博士后基
金，以及2011年度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法律史、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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