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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大理院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设立的？
怎样设立的？
其结构功能如何？
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运作的？
凡此种种，均是学界尚缺乏系统探讨的问题。
《晚清大理院(中国最早的最高法院)》由韩涛著，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第一手资料来尽可能详尽地
解答这些问题，以期对当下的司法改革进行源头上的思考，提供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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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涛
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兴趣在近代法律史，尤其是近代司法审判制度史。
已在《北大法律评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法律书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当代
法学研究》、《中国社科院青年学术报告》、《学习时报》、《北京大学校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书评、随笔若干篇。
代表性论文有：《司法变奏的历史空间—一从晚清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谈起》、《司法变奏的政治
底色——以汪兆铭谋剌载沣案为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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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首任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就职，到末任大理院正卿刘若曾免职，在大理院存在的这
六年中，人事问题尤其是推事的选任问题，一直是备受大理院重视的重大问题。
因此，在历任大理院正卿--尤其是首任大理院正卿沈家本的主持下，大理院调配人员的活动一直在持
续进行。
正是这些人员，奠定了近代中国第一座最高法院成员的基本框架。
 一、甄选大理寺原有官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裁定官制改革上谕颁布的当日，清廷即谕令：
“以沈家本为大理院正卿，定正卿正二品。
”次日，又谕令：“以刘若曾为大理院少卿，定少卿秩正三品。
”由于当时社会上人们对大理院的性质和职掌还大多未有明确理解，因此，沈家本刚被任命不久，《
大公报》上即有议论，认为以沈家本为大理院正卿是用非所长：“沈子敦司寇改为大理院卿，都中士
大夫皆以为沈君所长者在于刑律，薛云阶而后，沈君首屈一指。
且比年以来，在刑部兴办庶政、改良法律，皆为有识者所推许。
今以非所素习之事权畀之，恐未适合其所长也。
” 不独社会上对于大理院的性质和职掌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大理寺与大理院的区别不甚明了，即便
是大理寺的原有官员，也对大理寺与大理院的关系懵懂无知，在改寺为院之后，“大理寺各司员多有
赴沈大理宅求见，并有将大理寺循例公事呈堂画行者”。
然而，作为首任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在沈家本看来，大理院职掌与旧日大理寺应办事宜的确是迥然有别，截然不同的：“臣等恭奉恩纶，
专司审判，是臣院职掌业已明定，责成与旧日大理寺应办事宜较然有别。
”“改寺为院，明定责成，储裁判独立之精神，为宪法执行之基础。
职司重要，迥非丽法议狱之常。
”故而，当旧日大理寺司员呈请画稿时，他恪守权限，婉言拒绝，受到当时媒体的赞扬：“沈公答以
：‘我系大理院卿，非大理寺卿。
大理寺公事请勿来问’等语。
该寺司员有不谓然者。
其实，现今大理院之事务，与昔日大理寺之事务，性质迥不相同。
沈公之言乃正论也。
” 既然大理院的性质、职掌与大理寺完全不同，那么，新设立的大理院自然也不便再沿用旧日大理寺
的官制，以俾实用而免误会：“院中官制，自应查照总司核定官制王大臣咨送草案，懔遵谕旨，悉心
妥筹，会同定拟具奏，请旨遵行。
未便再行沿用寺丞、评事、司务等旧称，致形歧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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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大理院:中国最早的最高法院》是《复旦法学文丛》之一，由韩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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