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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中国法制史课程使用的教科书。我们在编写这本教材的过程

中，按照下述两条要求进行了努力：一是力求比较全面地、准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的全貌、发展进程及演

变规律，科学地区分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揭示和展现中华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优秀成分；二是采取

法制通史与部门法史相结合的编写方式，力图为学习法学各分支学科的法律硕士提供较为丰富的法制史知

识。我们的良好愿望是：期望通过这种努力，有助于进一步改变社会上长期流行的所谓“传统法制没有多

少积极意义，学了也无用”的偏颇观点，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和认识中国法制史。 

    这部教材是在短短的几月内，由参加本书编写的各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杨一凡：第

一章；苏亦工：第七章、第二章一、二节；高旭晨：第二章第三节；伍人和：第二章第四节；王志强：第

三章（其中第六节与杨一凡合写）；俞鹿年：第四章；陈涛：第五章；张群：第六章一、二、三、四节；

张松：第六章五、六节；郭建：第八章；徐立志：第九章一、四、六、七节；高汉成、田东奎：第九章

二、三、五节。全书由杨一凡、徐立志、苏亦工统稿。 

    因时间过于仓促，加之我们对一些问题研究不够，编写中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错误，敬请读者不吝

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和补充。 

    推动法律史学走向科学，是当代法史学者和后学者的共同历史责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是研究

法史必须遵循的治学原则和研究方法。我们深信，只要坚持运用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辩证而不是形而上学

的思想方法论研究中国法制史，就必定会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水平，使它真正成为能够为当代法制建设提

供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编 者       

    二○○五年八月     

    《新编中国法制史》，杨一凡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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