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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讨论的《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是朝鲜李朝时期（1392
—1910）的汉语教材，它们对蒙元时期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作出了忠实全面的描述。
《老乞大》与《朴通事》成书于元代末期，又经过明清两朝不断的修订和注解，成为权威的汉语教材
，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可以藉此探究蒙元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与日常法律生活。
《老乞大》描写的“马匹交易”契约，包含了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信用、自由、平等的契约观念，以
及契约结构和要素的法律功能。
而《朴通事》则描述了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婚姻、借贷、人口买卖、房屋租赁）与社会秩序的形成
机制，即，用契约方式来组织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折射出契约实践对于建构与维护社会秩序的
基本功能。
据此，传统中国并非是单一的身份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契约性社会。
在《老乞大》和《朴通事》中提到的治安与犯罪，不仅反映了蒙元时期的社会控制与司法实践的若干
面向，而且展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重点所在。
《与(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由徐忠明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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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忠明，1960年12月生，上海人。
华东政法学院学士（1984），中山大学硕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博士（2002），现为中山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从事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比较法律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出版著作：《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法律精神》（与任强合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传播与阅读：明清法律知识史
》（与杜金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即出。
另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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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以《老乞大》与《朴通事》为基本素材，来考察和解读蒙元时期庶民百姓的日常法律生活，
不仅关注庶民百姓的法律生活的日常性，而且关注法律文本的实践性，以及这些制度包含的法律知识
的独特意义；不仅着意于细节制度的深描和解释，而且勾勒了这些制度实践的社会语境与法律构造，
并使局部制度实践与宏观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两者在解释上的循环；不仅注意文字的解读
，而且配上了相关插图，藉此增加图文之间的阅读趣味。
这种从&ldquo;禹域之外&rdquo;的视角来考察&ldquo;禹域之内&rdquo;的日常法律生活，可以起
到&ldquo;借镜自照&rdquo;的作用或效果。
与此同时，虽然有关《老乞大》和《朴通事》已有众多学术成果面世，但是本稿无疑是迄今为止对于
两书研究中的惟一一部法律史或法律文化史的著作。
　　&mdash;&mdash;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者选取了朝鲜李朝时期编写刊布的两本汉语
教科书&mdash;&mdash;《老乞大》与《朴通事》作为基本素材，经由书中描绘的情境和提供的信息，
结合史书记载、法律典章、日用类书以及戏曲小说等材料，重现蒙元时期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
是法律生活和法律意识。
以这样的汉语教科书作为主要史料，在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文化的研究领域尚属首次 ，具有不可小觑的
价值和意义。
　　&mdash;&mdash;任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乞大》与《朴通事》>>

编辑推荐

作者徐忠明以《老乞大》与《朴通事》为基本素材，来考察和解读蒙元时期庶民百姓的日常法律生活
，不仅关注庶民百姓的法律生活的日常性，而且关注法律文本的实践性，以及这些制度包含的法律知
识的独特意义；不仅着意于细节制度的深描和解释，而且勾勒了这些制度实践的社会语境与法律构造
，并使局部制度实践与宏观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两者在解释上的循环；不仅注意文字的解
读，而且配上了相关插图，藉此增加图文之间的阅读趣味。
这种从“禹域之外”的视角来考察“禹域之内”的日常法律生活，可以起到“借镜自照”的作用或效
果。
与此同时，虽然有关《老乞大》和《朴通事》已有众多学术成果面世，但是《与(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
法律生活)》无疑是迄今为止对于两书研究中的惟一一部法律史或法律文化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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