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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
其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
好环境。
十多年来。
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的成绩。
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比起自然科学，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
镜。
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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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内容由三篇组成，即“中国法律思想篇”、“中国法律制度篇”和“
古代东方法律制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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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民.男，1950年生，浙江宁波市人。
现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97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班（试点）。
198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史学博士学位。
自1985年以来，已为各类学生开设了《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唐律研究》、《法文
化专题研究》等法学课程10门。
近年来，在高校、国家机关、司法机关、企业等单位作了《中国依法治国『口]题》、《中国审判方式
改革研究》、《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干部的法律素质与依法治国》、《中国法制史研究》等专
题学术报告。
1994年11月赴德国帕桑大学为德国学生讲学一年。
1998年12月在香港大学作了关于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学术报告。
2001年3月赴美国交流诊所法律教育。
已出版了个人专著《上海法制史》、《唐律新探》和《古。
代东方法研究》，主编、参编了其他著作27部。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30篇，其他文章180篇。
主持、参加了2个国家重点项目、7个上海市重点项目、3个福特基金项目。
已获上海市和司法部等的学术成果奖项lO余项。
被上海市检察官培训中心、浙江财经学院、南京经济学院等聘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监获学会监获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协调员、上海市法制讲师团高级讲师、上海市政治学会理
事、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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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有些司法依据取自儒家经典我国有些朝代甚至把儒家经典当作司法的依据，替代法律的作用，
汉代盛行的决狱就是典型一例。
决狱，是以《春秋》一书中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决狱，即定罪量刑的依据。
它兴起于汉武帝时期。
那时，儒家思想已居于很高的地位，议事往往依据儒家经典。
如同（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所说的：“论事者多传以经义”。
其中，包括司法，而具代表性的是《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的大师是董仲舒。
他是汉代的儒学大师，特别精通《春秋》，且有权威性。
载：“董仲舒，广川人也。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不窥圆，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因此，他便成了《春秋决狱》的权威人物，廷尉遇有疑难案件就上门求教，请他审断。
《后汉书·应劭传》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
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案例，被认定为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并汇编成长达十卷的《春秋决事比》，在
两汉的审判活动中被司法官广泛援引。
可惜，这些决事比大多已经湮没，没有流传至今。
从现存的少数《春秋》决狱案例来看，所判案例皆根据《春秋》的事例或经义，而非汉代法律。
此处列举《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中收录的两例，加以证之。
案例一：酒色之徒甲把亲生儿子乙送给了他人丙，丙把乙抚养成人。
一天，甲在酒足饭饱之后，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
乙听后很恼火，便“怒杖甲二十”。
根据汉代的法律规定，儿殴父要被处以死刑。
于是甲因“不胜其忿，自告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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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在华东政法学院任教以后。
我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精力主要集中在法律史，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这一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依次为地方法制史、中央法制史和东方法制史。
这三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专著和一系列论文作支撑。
地方法制史以上海法制史为研究对象，专著为《上海法制史》；中央法制史主要以唐律为研究对象，
专著为；东方法制史以古代东方法为研究对象，专著为《古代东方法研究》。
另外，还有一系列论文，总数达50余篇。
与此同时，我还研究了中国法律史中的其他一些问题。
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并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其中有些已收集在本书中。
还有，一书出版后，我对古代东方法的研究仍没有停止，还不断有新作面世，这部分作品也一起归入
本书。
本书中的内容原来多以论文形式发表，但考虑到这次是以专著形式出版，所以对原有文章的结构和内
容都作了必要的调整，使其更具整体性。
书中的内容亦是我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还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有的曾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有的则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有的还在司法部和上海市
的各类学术评奖中获奖。
它们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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