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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
任何规则必蕴涵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
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日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
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
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
反之亦然。
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
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常青。
这是人世生活本身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
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
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晚近中国对于西方法律的大规模移植，意味着对其背后的知识、学理乃至于道德和信仰因素的有选择
继受，同时也是一个将它们与中国人文善加调和的过程。
此一建设现代中国法制和法意的过程，迄今而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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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居正任司法院长十六年半（1932.1-1948.6）的事实，标志着一个以人物为特征稳定连续的历史时段，
为民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可供考察的独特视角。
本书以人物研究入手，梳理一个司法时期，重在思考司法制度整体的历史角色问题，并关注个人、法
律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强调个人作为主体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行为者角色与功能，以此理解
与反思民国时期变法及其进程等诸多问题。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提出主题，说明研究的思路以及原因。
第二章以中国法律“看不见中国”与“力小谋大”之司法困局为基本历史情境，叙述居正司法初期整
顿最高法院的历史事实，同时关注居正司法在当时的历史处境等问题。
第三章梳理“司法党化问题”。
第四章对以1935年全国司法会议召开为标志开始的法律民族化运动进行了论述。
第五章为全书总结。
    本书适用于法学专业、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相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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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照信  1974年出生，山东沂源人。
 
    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法律史专业)、史学硕士(斯坦福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理学
专业)、法学学士(烟台大学)。
 
    现任教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著有：《以史立论：案件与法学的认识问题》、《中国法律“看不见中国”：居正与三十年代变法
》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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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看不见中国”>>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绪论。
本章首先提出问题，提供选题大致的思路，以及选题的原因。
其次，对可能影响居正司法的背景因素做出分析，如其学业、政治与革命经历及私人遭遇对革命家居
正后来转人司法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关联。
本章就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并介绍本文写作所依据的档案材料，这些资料大部分来自南京第二历
史档案馆与台北“国史馆”的司法类档案以及上海图书馆馆藏法学杂志与民国法学类书刊。
第二章至第五章以司法档案、法学杂志及各种居正文集为基础资料，对有关居正司法时期的各类文稿
、讲演词进行梳理，并以“最高法院”，“司法党化”与“中国本位新法系”作为理解居正司法时期
法律思想、实践及历史情境的三个基本主题。
事实上，居正司法时期其本人所有关于法律与司法的文字，都可以概括为这三个主题的各个相关方面
，而这三个主题大致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法律形成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第二章“三年来之最高法院”，主要在于梳理居正司法最初时期  的历史事实，同时关注居正司法在
当时的历史处境问题。
因为居正  自经历革命时期各种运动与遭遇后初转入司法，兼任最高法院院长，  在司法院体制尚未健
全的情况下，居正司法最初三年的工作重心，即  在于最高法院的诉讼问题。
最高法院之所以问题重重，就在于前居  正司法时期的法律建设，造成了“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
形式化难  题与法庭与法官数量困局。
最高法院之整顿，即在于重新树立其在  当时困局下的司法权威。
居正司法前三年的时间，一方面即在整顿  最高法院诉讼的具体问题及司法原则的确立，另一方面在
树立司法  权威方面，主要表现在中枢司法及个人司法权威信任危机的解决，事  实上，居正司法起初
的三年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已经树立起居正  个人的司法权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看不见中国”>>

后记

2008年博士刚毕业，我把博士论文发给清华大学法学院陈新宇老师，请陈老师批评。
陈老师随后将我的论文推荐给许教授章润先生。
许教授回信问我是否有出版计划，于是便促成了我的论文出版。
虽然我心里还是很忐忑，唯恐会误导读者，但我内心衷心感谢许教授推荐后辈学者的盛情厚意。
本书责任编辑及朱玉霞博士对本书亦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我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三年，无论学识与生活上，获益良多，因此我对此三年的博士研究经历特别感
激与珍爱。
回想过去五年（加上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间）作为历史系学生，读史与做人，如同此前十年在法学
院学习工作的经历：学法律终似法盲，念史学又同文盲，心里特别忐忑。
幸好，我总是能够走运，不时遇到良师益友，才有侥幸获得进学与研究的诸多机遇，内心感激不尽。
我特别感谢我的论文导师苏教授基朗先生。
我生性驽笨，又空好理论，于史学基础总欠掌握，于理论又浅尝辄止，所以每每总是头脑混乱，词不
达意，不知所云。
先生自收我于门下，即常常严格督导，提醒注意史学研究宏观与微观之各个方面。
我虽未能在史学研究上有可谓成功之处，但所能取得进步之点滴，均受益于先生平日之严格与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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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律"看不见中国":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研究》：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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