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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话》

内容概要

《法制史话》16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接踵而至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直至清初
，他们才开始把西方法律、法学带到中国。当中国传统法制遭遇西方文明，中国近代法制又有怎样的
发展呢？
《法制史话》从清初国际法的传人开始，到中西法律的磨合，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
，以丰富的史料，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西方法学的引入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影响，以及中国近现代法制的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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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东洋
法制史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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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上《进呈诉讼律拟请先行试办折》，认为中国法律诸
法合体，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这种体例根本不能适应门户开放后的新形势需要。西方法律以刑法为
体，以诉讼法为用，二者相因，不容偏废；诉讼法又分为民事、刑事二项。又说：鸦片战争以来，华
洋诉讼案件日益增多，外国人以中国审判与其不同，常常歧视中国法律；中国商人不熟悉外国法制，
往往怀疑有所偏袒，因而双方积怨难以平息，常常因为寻常的争讼酿成中外交涉问题。所以，修律首
先应变通诉讼法，采用各国通例。同时，附一《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诉
讼法典草案，采用了中国古代法律所没有的陪审制与律师制。沈、伍二人认为这是收回治外法权的重
要一端。由于诉讼法的内容、体系均属新创，为中国传统法律所没有，因此，光绪皇帝谕令把《大清
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发往各地，要各省将军督抚、都统悉心研究和考察，看其在中国的民情风俗之
下究竟能否通行。不料该法草案遭到各省将军督抚和都统的反对，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对尤烈。张
在1907年9月3日的《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中，从两个方面详尽地批驳了沈家本、伍廷芳
的立法理由，并在奏折之后附上了对该草案多达59条的批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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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制史话》是中国史话·近代精神文化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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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李力老师的书和课一样好啊！
2、一本近代中西法律交流简史，对沈家本大人着墨不少⋯⋯不过有些史料稍显单薄，时间和地点的
跨度太久，不足以支持其法制观念变化的结论。
3、近代中西法律交流简史，对沈家本大人着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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