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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体现跨学科研究特色的专著。作者在广泛收集和阅读明清时期的40余种现存日用类书的基
础上，围绕其中所包含的法律知识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该书不仅深入讨论了明清日用类书中的法
律知识构成及其特点，还结合了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书籍史等领域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展示了
法律知识在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明清时期的
法律知识流传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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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北大法律评论》主编(2008—2009年)，“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编
委。近年来，在《法学》、《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法制与社会发展》、《开放时代》、《
中国史研究》(韩国)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有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论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转载或摘登，并编校或校勘出版有《中
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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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一、日本学界的研究概况
二、英语学术圈的研究概况
三、汉语学术圈的研究概况
四、难入“法”眼或“法”眼偏颇
第二节 材料与进路
一、主要材料
二、研究进路
第一章 明清日用类书概说
第一节 源流、特点与得名由来
第二节 作为实用性读物的明清日用类书
一、实用书籍的低制作品质
二、四民皆用之书?
三、所收知识类型的时代变迁
第三节 明清日用类书中刊载的法律知识类型
一、契约体式
二、讼学知识
三、律侧知识
第二章 依样葫芦：日用类书与契约书写
第一节 民间契约的悠久历史与广泛使用
第二节 日用类书中的契约体式
一、官版契式的出现
二、《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的贡献
三、明代日用类书中的契式范本种类
第三节 契式趋同化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一、契约实物与契式范本的对比
二、日用类书与契约习惯法
三、日用类书中所见的“永佃权”问题
四、契式“套语”的学术意义
五、“服书式”反映的社会信息
第三章 攒零合整：日用类书与为讼之学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好讼”之风
一、纷繁词状对官府理讼能力的挑战
二、讼师：官方话语中的罪魁祸首
第二节 讼师秘本中的作状技法
一、代作词状的社会需求
二、讼师秘本的内容构成
第三节 通过日用类书的讼学传播
一、重思讼师秘本的社会影响
二、日用类书中的讼学内容
三、对讼师秘本的内容移植
第四章 鲁鱼帝虎：日用类书与律倒入门
第一节 日用类书中的律例知识概貌
一、门类名称与编排体例
二、律例知识的具体种类
第二节 日用类书所载律例知识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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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附律条”的由来
二、“五刑条例”中的硬伤
三、“在外纳赎则例”的原型
四、歌诀类内容的出处
五、“金科一诚赋”、“为政规模节要论”的渊源
第三节 率尔操觚外行事
第五章 日用类书折射的明清社会变迁
第一节 法律知识所占比例的变化
一、契约体式的淡出
二、讼学知识的消失
三、律例知识的退场
第二节 法律知识背后的历史图景
一、契式范本的需求变迁
二、讼学知识的尴尬境遇
三、律例知识的外部关联
第三节 文字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联
余论：法律知识传播研究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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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失望，感觉除了搜集使用了相当一部分不被人注意的日用类书之外，没见到得出啥重要的结
论。如果多借鉴一些阅读史的研究，结论也不会如此单薄。俺现在越来越讨厌法律系的人做的法律史
2、感觉作者的论文其实还都蛮犀利的，这本就很平淡的样子，类书的书目肯定也远远超过作者采用
的19种。优点是对两岸、美日学者的研究比较了解。另外窃以为契约格式在综合类书里面淡出也不光
是格式已经深入人心的原因，估计因为在城市这种书单分出来了，比如《书契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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