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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杀人者死"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通过对“杀人者死”的中国传统观念的梳理，揭示出这一特殊观
念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途径，并结合司法案例分析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社
会效果。作为法史著作，《"杀人者死"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史料较为翔实，论证充分，史论结合，
其学术性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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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罚当其罪源于同态复仇“杀人者死”、罚当其罪观念的产生，其实是很自然的事。对
于杀伤等侵犯，人类自然或本能的反应是复仇。复仇最初的表现形式是血亲复仇，整个氏族都是复仇
的主体或被复仇的对象。血亲复仇往往导致过度的、无休止的仇杀，为了避免这种悲剧性后果，复仇
逐渐演变为对等的报复形式，即同态复仇。在同态复仇基础上，进一步的演化或抽象化就是仅注重价
值相当，于是，就可能产生罪刑相抵或罚当其罪的国家刑罚观念与实践。同态复仇是一种等害报应，
它要求对侵犯者施加与侵犯对等的报复。同态复仇所遵循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同态复仇是人类社会早期回应侵犯的普遍方式，相信“生命与生命、肢体与肢体、伤害与伤害之
间的自然换算，乃是所有文明类型在它们早期历史中历经过的。”①同态复仇的印迹，留在了各古老
民族早期的法典或宗教典籍中，《圣经》上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②更明确的
说法是，“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
样向他行。”③《汉谟拉比法典》中有类似的内容，其中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损坏任何自由民之
子之眼，则应毁其眼”；第197条规定，“倘彼折断自由民[之子]之骨，则应断其骨。”第209条和
第210条规定，倘一自由民殴打另一自由民之女致死，则应以杀人者之女性命抵偿。《十二铜表法》第
八表第2条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受害者和解者，则他本身亦应受到同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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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杀人者死"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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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过她的博士论文，那写的真是。。。咳咳咳。。。
2、备课用，喜欢题目，四章，总—分式，糅合了思想和制度梳理，“原则—例外”的展开，结构很
妙，抵命vs救生不救死⋯⋯看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有些转引没说明，小瑕不掩大瑜吧，个人很喜欢
这题目
3、能将杀人者死这种传统写的这么精彩,相当佩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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