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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一世纪的当今世界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结合为“地球村”。
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凝聚人类智慧的学术成果不断面世
。
中华传统法制文明有着悠久而从未间断的发展历程，其法文化底蕴极为深厚，遗留下来的典籍资料确
使人有汗牛充栋之感。
正是由于中华法制文明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因而吸引了中外学者热衷于研究它、开发它、展示它。
中华传统法制文明虽为中华民族所缔造，但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瑰宝。
它的文化价值不限于中国，而且也确实曾经佳惠于东方世界。
中华传统法制文明虽然经过数千年中外学者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有未开发和亟待开发的领域。
这首先需要中国学者肩负历史使命去深入发掘，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法文化的支持；当然也需要
外国学者倾注心力，共同开发。
远自汉唐以来，外国学者便认真研究中华传统法制文明，为中华法系矗立于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并本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理性认识，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史学研究院出版了“海外中国法研究译丛”。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年轻学人千里奔忙，四处搜寻域外研究中国法律的佳作，觅得版权，又译介回中
国，其心志深值嘉奖。
余于此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欣然援笔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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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社会控制的著作。
更确切地说，它是一本研究宋代中国为维持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特定的法律执行与刑事制度、实践与政
策的书。
本书将具体描述宋代的相关制度、实践与政策。
本书还将阐述塑造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各种要素，包括统治精英的理念与态度、国家财政、自然经济、
政治现实、区域地理、官员技能、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状况。
本书将探寻这些制度、实践与政策在宋代的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实现了哪些功能，以及社会为
什么需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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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伯良美国汉学家，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史与中国法制史研究，著作有《中国南宋
乡村职役》(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宋代法律与秩序》(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2007
年第二版)：已翻译为中文版的论文有：《宋代竞渡骚乱罪——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法律案件的解
决”(戴建国译)等。
“海外中国法研究译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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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晚唐开始，这种局势发生了变迁，特别是在公元870年代的黄巢之乱后更为明显。
新的地方军阀兴起，在随后的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中把持了政柄。
在五代时期，传统豪族失去了其权势。
新兴的军阀往往是寒族出身，他们在其他的军人与文官——可能来自于旧的豪族，但来自于豪族的概
率逐渐减少——的辅佐下获得了权力。
当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他和他的继承人成功地削弱了军人的权力，从此文官集团在政治均势中成为
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尽管这种变迁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但似乎可以断言在唐宋之间家族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迁。
随着过去的豪族的衰弱，在新的家族实践中所采用的保持家族财富及权力的代际延续性的方针也逐渐
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即使不是全面性的改变，至少也在某些重点方面彻底地与过去不同了。
在古代中国的家庭中，财产继承的规则是诸子平分，未出嫁的女儿可以分得较少的部分（往往表现为
嫁妆的形式），这样一来为了保持家族的经济地位，就仍然需要持续工作，并且随着一代代的传承，
家族之间亲属关系的纽带也将变得越来越淡。
在宋代，这种因为分家而产生的离心趋势，使得精英家族往往不再因其身份而自豪。
但在过去的唐代，世家大族则是以其门第为骄傲的（这些大家族往往以其共有的姓氏与郡望为傲，并
冠以某地某氏之名，就好像“麻州海尼斯港的肯尼迪家族”一样）。
这些庞大的亲属关系（除了那些特别近亲的之外）是如何维系其关联的呢？
从制度层面看，最有效地激发与巩固宗族联系的方式，莫过于捐赠族产了。
这些族产由专人来进行管理，若能获得收益，则将这些收益用于那些可以加强和巩固宗族关系的行为
或活动，例如举办宗族祭祀活动，开办宗族幼童学校，救济宗族贫困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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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近百目的汉学探险之后，我们终于初步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循例似有必要交待一下本书翻译
工作的背景与其他杂项。
背景2008年底，承朱勇、张中秋、朱腾先生的委托，我接手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后来胡雯姬又加入了
本项目。
其实我们远非本书合适的翻译者，但出于对中国法律史这一学术共同体的一份责任感，还是承担了这
份风险远大于名誉，付出远大于收获的工作。
说我们远非合适的译者，这并不是谦抑之辞。
往复论坛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一本汉学著作，合格且合适的译者，很可能全世界范围内都不超过二十
个，甚至是作者本人指导的博士都未必能够胜任愉快。
王曾瑜先生曾以是否大量使用二手隔代史料如《宋史纪事本末》等作为判断外行的标志，由此看来我
们或许连宋史的外行都算不上——因为“外行”一说隐含着与“内行”相对应的“业余”的意思，而
我们甚至并非业余的宋史爱好者。
因为自己所治的主要领域为晚期帝制中国的法学史、中外法律交通史与国际法史，我平时对宋代文献
用功极少。
十分惭愧地说，除了《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宋大诏令集》与《宋史·刑法志》曾略有涉
猎外，对宋史的基本史料，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我们都所知甚微。
但我们之所以愿意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除了本丛书主编的厚爱难以推脱外，更重要的是，从另一个
角度看，我们也有着不应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宋代的法律与秩序》一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宋史学与法律史学（并兼及社会史、军事史与犯罪学
）。
我们尽管是宋史外行，但就法律史而言则是当行。
中国法律史自有其延绵不断的演进脉络，在制度、理念诸方面，历代皆有相通之处，治中国法律史者
理应贯通历代，虽然现在学术分工明确，而且我们学殖尚浅，但这总不应该成为对专攻之外的领域完
全隔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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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的法律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学术系列之“海外中国法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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