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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制度与实践》

内容概要

吴永明博士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他在教学研究中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赴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访问研究，并一度从事律师工作。2000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
位，继续作司法制度的研究。他以中国司法现代化变革(1912—1928)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获得了较好
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评价。今欣闻他的博士论文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谨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法律是一个社会体现统治者意志，并由一定的司法机构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它起着维护统治者
政治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古代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严密的维护专制政权的法律制
度和司法体系。王朝法制的主旨，是保护封建王朝的利益和压制人民的反抗，它并不把广大人民的利
益放在首位。近代中国，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日趋没落和社会的转型，西方先进的司法观念、理论、
制度，开始输入进来，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司法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司法领域的方方面面进入
全面变革的时期。
　　然而，人们观念的改变，旧制度的破除与改造，新制度的建立与创新，非一朝一日所能实现的，
是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历史演变过程。它要随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更新而不断演进。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法
治社会，它必须实施以法治国，运用法律制度稳定和完善社会秩序，而现代法治的出发点是保障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司法制度的核心，要体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以及司
法威权原则，是现代司法制度的生命，也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标志。中国自晚清至民国时期，司法
制度经过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变革、创新过程。从大的历史环境观察，政局不断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定
，人民生活极为不安，但是，现代文明所蕴涵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精神，已逐步深入人心，
并成为人们不断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这一时期司法制度的变革和逐步走向现代法治，仍然是有成效的
。
　　吴永明博士的学位论文，全面、深刻地探讨了这一时期司法变革的历史进程。司法观念的进步，
是民初司法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论文考察了传统司法观念向现代司法观念的转型，并以较大
的篇幅论述了现代司法机构的建设以及司法官的考选与培养，通过对案例的实证分析，以研判司法程
序的革新和现代司法程序的初步运用。论文客观地评述了民国前期司法变革的成就与不足，从而使我
们看到社会变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法律史的研究，是介于历史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研究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需
要具备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国时期司法变革的研究，就近现代
法制史学领域而言是较为薄弱的课题。吴永明博士勇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是值得赞赏
的。既然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史学界、法学界的朋友给予批评指正，以促
进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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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永明，1970年生，江西省社联理事、中青年骨干教师。本科、硕士均就学于江西师范大学，多年执
业律师工作后，复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与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先后
主持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项目及省级规划项目多项，发表专业论文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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