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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大量翔实的文字图片资料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那个被今人误解了的“中国古代法”，借以告诉
读者：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以刑为主”，中国古代并非是恐怖的“有刑无法”的社会。
事实上，中国古代法律独树一帜，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中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并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
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从“和谐”的角度切入，通过“故事”将传统法的理念娓娓道来，本书表达这样一种理念：现实和未
来的法律发展，必须凝聚着传统法的精华，为了现实和未来，守望中国古人造就的法文明，我们责无
旁贷，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在未来的作用也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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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小红，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合作教授。
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理事，儒学与
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
代表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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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物篇　追求和谐，经世致用的法律理念与主张
　一、先秦：从制礼作乐到百家争鸣
（一）明德慎罚、制礼作乐的周公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奠基人孔子
（三）儒法合流的荀子
（四）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
（五）道法自然的老子
（六）最早公布成文法的子产
（开）阴阳家的代表邹衍
　二、秦汉：从皆有法式到独尊儒术
（一）“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法律思想
（二）尊崇黄老之道的汉文帝
（三）新儒家神学思想体系的创建者董仲舒
（四）富有批判精神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王充
（五）酷吏与廉吏的代表：张汤
　三、魏晋南北朝：纳礼入律与不事礼法
（一）有“《左传》癖”的著名律学家杜预
（二）力主“复肉刑”的法制实践家刘颂
（三）天下奇才，治国明相诸葛亮
（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
　四、隋唐：一准乎礼与宽严适中
（一）唐朝法律的奠基人李世民
（二）敢于直谏的魏征
（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
（四）尊儒排佛的思想家韩愈
（五）主张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思想家白居易
　五、宋元明清：从天理人欲到轻重之变
（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二）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包拯
（三）“重典治国”政策的坚定贯彻者朱元璋
（四）起衰振隳的改革家张居正
（五）“惩贪抑霸”的一代清官海瑞
（六）心学大师王守仁
（七）重视”治人”的理学推崇者康熙
典籍篇　家国一体，礼法结合的法律典籍
　一、设法立制，一准乎礼——国家法典与经文义理
（一）“礼治”时期——《周礼》、《仪礼》、《礼记》
（二）“法治”时期——《法经》、《韩非子》、《论语》
（三）“礼法合治”时期——《唐律疏议》至《大清律例》
（四）“礼法重构”时期——《大清新刑律》至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法律体系篇　“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法律体系
司法制度篇　“情理法并存，宽严相济”的司法体系
附录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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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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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物篇追求和谐，经世致用的法律理念与主张近些年来传统习俗的回归现象日益多见，比如充
满“古色古香”的各地庙会、随处可见的唐装、烟花爆竹的“禁改限”等。
随之而来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关注，“国学”正在成为人们口中的时髦词汇。
在传统文化逐步复兴的背景下，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亦日趋活跃。
梁任公曾言，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为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我国著名法学家曾宪义教授也曾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研究传统法律文化不是复古，
不是回归，而是更高层次的创新。
”因此我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从传统中寻找力量来适应新情况，促生新意义、新价值，充分发掘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为现代的法治建设汲取营养。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被称作“礼治”社会、“人治”世界，但是，习法、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据着
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弥足珍贵。
就法律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强调道德教化与法律的互为表里，注重维护家庭和睦与亲情的伦
理性规则，主张“明德”、“调解”、“息讼”。
这些观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利于从更广泛的角度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
会成本，从而达致“和谐”的社会理想，对现代法治理念的形成和现代法律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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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转眼到了夏季，距本书“前言”完成之时已经又过了半年有余。
杀青之际，总有些言犹未尽的感觉，甚至是感慨。
原本没有想到此书做得如此费时费力，但也没有料到一本书的完成会有如此多的收获。
感谢庞朝骥、阎巍、况腊生、冯勇，这本书的编写过程，诸位正在攻读博士，你们的热情、精力、学
术洞见和敏捷的思维，时时使我感到身为师者的压力。
与诸位讨论本书的思路、学习电脑操作、探讨法律史的学术与社会“出路”成为几年来的快事。
在不断的交流中，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律的价值、对中国法律史的学术前景和其应有的社会效绩越来越
充满信心。
中国古人的智慧将会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广阔的用武之地。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还体会到了年轻人的心胸。
从本书的启动到完成，作者们一直是“分工不分家”。
每一个人有了好的思路，发现了好的图片，都会贡献给大家，这种精诚的合作不仅使我们扬长避短，
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而绝无强弩之末的敷衍。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如果没有出版社的支持和“督促”，本书也许永远停留
在设想中。
另外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导师曾宪义教授和人大法工委信春鹰教授在百忙中为我们撰写的序言，感谢郝
铁川教授将多年积累的力作提供给本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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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守望和谐的法文明:图说中国法律史》编辑推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法形象被想象成
“以刑为主”，以至于中国古代社会也相应地被认为“有刑无法”，甚至成为“刑罚恐怖的国度”。
在我们如今所处的“读图时代”，这些在网络、书籍中仍容易找到的形象载体，也极其微妙地影响着
对当代中国人对中国古代法的理解。
《守望和谐的法文明:图说中国法律史》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以其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的“
法故事”，从“和谐”的角度切入，再现了“以礼为主”的中国古代法理念，从而就先前被曲解的中
国古代法形象进行回复性的重塑。
若求从传统中发掘法律现代化的资源，首先就必须恰如其分地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法的理念与特点，《
守望和谐的法文明:图说中国法律史》正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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