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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

内容概要

《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是一本有关法学的历史书。
破坏与重建的轮回里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建设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司法与行政应不应分立、能不能分
立、如何分立成了一个始终挥之不去，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一次次叩击着国人的心弦，至今绵延
不绝。
《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从历史学的视角观察法学问题，沿着时间坐标展开画卷，全方位呈现北洋时
期基层司法制度的变迁、推行和运作。无意填补空白，却着力于史事重建，从时间、空间到结构，从
规划、实施到运作，勾勒北洋基层司法的基本框架。
司法源于社会，其命运常常并非由其本身来决定，而为社会因素所左右。司法独立理念、共和观念、
收回法权、政治分立、司法经费、司法人才、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模
式，推动或制约司法与行政的分立。本书由唐仕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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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5　1923～1928年顺义县新收民事案件类别分布／367
表13-16　1919～1926年山西省各县新收民事案件类别分布／368
表13-17　1917～1926年山西省兴县新收民事案件种类分布／368
表13-18　1924年度浙江省地方厅与各县民事终结案件之诉讼种类分布／369
表13-19　1914～1923年全国地方厅民事终结案件之诉讼种类分布／369
表13-20　北洋时期各县与地方厅民事案件类别分布／370
表13-21　1923、1924、1928年顺义县民事案件各标的之案件分布／370
表13-22　1923、1924、1928年顺义县民事案件诉讼标的分布／371
表13-23　1919～1925年山西省地方厅民事案件各标的之案件分布／371
表13-24　1919～1925年山西省各县民事案件各标的之案件分布／372
表13-25　1919～1925年山西省地方厅与县民事案件平均诉讼标的分布／373
表13-26　1914～1922年全国地方厅民事案件各标的案件分布／373
表13-27　1914～1922年全国地方厅民事案件平均诉讼标的分布／374
表14-1　1923～1926年顺义县的上诉率／402
表14-2　1914～1923年全国地方厅的上诉率／402
表14-3　1914～1923年全国民刑案件各上诉率之地方厅分布／403
表14-4　1914～1923年地方厅与各县民事控告案件之结果／403
表14-5　1914～1923年地方厅与各县民事抗告案件之结果／405
表14-6　1914～1923年地方厅与各县刑事控告案件之结果／407
表14-7　1914～1923年撤销地方厅与各县原判之理由／409
表14-8　1914～1923年地方厅与各县刑事抗告案件之结果／411
表14-9　1914～1923年各县覆判案件之结果／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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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限于篇幅，这书只涉及了司法行政的部分，而没有司法实践的分析。史料堆砌，工具书而已。内
中涉及法院诉讼规模的部分，倒是给了俺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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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的笔记-第1页

                                                                         自序

         这是一本有关法学的历史书。
�2001年，一个秋日的下午，几缕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北大教学楼的过道。课间休息时茅海建老师问我：
“你到北大后准备做什么题目？”我答道：“硕士论文写的会馆，博士论文还可以继续研究。”老师
说：“除了研究会馆，你也可以进军法学界。研究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吧，这与你硕士论文为同一个
时期，也都是关于基层的。”从此，面向法学界的北洋时期基层司法研究在我心中播种、破土、生长
。从历史学的立场观察法学问题，可以为法学研究注入时间概念，亦可将理念、制度纳入具体历史情
境予以理解。本书沿着时间坐标展开画卷，全方位呈现北洋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变迁、推行和运作。
当然，法学问题引入历史学，也将拓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与问题意识。
�题目，在2001年的那个秋天已经定下，但直到2009年底我才开始集中精力动手撰写本书。而今，我们
原来上课的教学楼旧址上建起了新楼，过道里，阳光下，师生课间交谈的情景已成追忆，同时，我漫
长的读博生活马上也将画上句号。如果2001年开始紧锣密鼓写作，本书也许会成为现在众多近代法制
史著作的参考书目，而事实是，这些书成为了本书的参考书。发生的改变不仅仅是参考与被参考者位
置的颠倒，史料的电子化、网络化，学术潮流、学术风气均非数年前所能想象，当然，改变的还有我
本身。彼时的我，此时的我，相似的题目下会写出怎样的同与异呢？有人说四十岁前写的书翻翻即可
，也有人说下多少年功夫书就可以放多少年，我拖延了岁月，岁月会留住我的书么？
�这是一个不乏结论的时代，法学界的理论更是层出不穷，各式结论令人目不暇接。风中摇曳、漂浮不
定的结论固然耀眼，也往往转瞬即逝，使人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厚重的史实重建可能会延长产
出结论的周期，减少信手拈来的结论，从而避免浪费资源，节省读者搜寻、阅读有效信息的精力和时
间。在一幅幅厚重而非频频被后来者遮盖、涂鸦的画卷前，才能留下足够的时间驻足、思考、品味。
�史实重建的途径很多，量化即为其一。计量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中曾盛极一时，而今，时过境迁，其
风光不再。我们可以追随史学新潮流，在新叙事史、新文化史的视角下，历数计量史学的种种不是。
学问并非追潮一途，旧理论、旧方法、旧领域虽不在潮头浪尖，却往往不能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所
处境遇各异，有些课不得不补，有时在研究中不得不人弃之，我取之。在中国，无论史学还是法学都
比较缺乏定量研究，世界史学潮流中不再时髦的量化研究在中国史学中即属应补之课。北洋时期，设
新式法院的处所有多少？县知事兼理司法占多大比例？政治分立对司法统一冲击的范围有多大？法政
毕业生与司法人才的供需矛盾如何？有哪些诉讼类别，诉讼的规模有多大，其结案率、结案方式是怎
样的，上诉的规模与结果又如何？言说的界限就建立在这些数量概念之上，而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忽略
、模糊这些界限，在满是裂痕、松动的基座上建立起一些整齐、华美的图案。脆弱的基石到底能经得
住几多风雨，图案会因其华美而不坍塌吗？
�史实并非孤立独存。社会学法学、社会史都比较注意社会事实存系之网。司法源于社会，其目的在于
实践。司法制度的命运常常并非由法律本身来决定，而为社会因素所左右。司法独立理念、共和观念
、收回法权、政治分立、司法经费、司法人才、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
模式，推动或制约法制建设的进程。
�不仅我的研究对象深深镶嵌于社会之网，我本身何尝不如此。我成长的经历里总离不开家人、亲朋好
友、老师、同学、同事、领导、编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感恩之心难以言表。
�本书与博士论文大体重合，经历了博士论文预答辩、匿名评审、正式答辩，又获得了中国社科院创新
工程出版资助。茅海建、郭卫东、黄兴涛、金以林、罗志田、王奇生、徐思彦等老师参加了博士论文
预答辩；茅海建、郭卫东、金以林、罗志田、汪朝光、王奇生等老师参加了答辩；还有五位老师对我
的论文进行了匿名评审。申请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时，王奇生、左玉河老师为本书写了推荐
意见，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的王建朗等老师批准将本书列为创新工程出版资助项目。诸位先生审读本
书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令我受益匪浅，正是先生们的提携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同门诸友和近代史所
内外的朋友们（特别是本所青年读书会和法律史研究群）多次为本书提出修改意见。
�读博士期间有数篇论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环球法律评论》等杂志和论文集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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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本书的部分章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先生还为本书的出版加班加点地工作。诸位编辑
细致入微地修改了本书，而我则在他们的修改过程中获得了严格的写作训练。
�2007年至2009年因北京大学与莫斯科大学联合研究生院项目而派往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留学时，
国家留学基金委、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和近代史所等机构对我提供了帮助与资助。北京和台北两家
近代史所为我在2012年底访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提供了资助和热心服务。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资助
了本书的出版。
�在陈奎元先生身边工作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特别支持我做学问，时常对我的生
活、工作与学问予以指点和帮助。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导师Т.Е.Новицкая教授给了我无私的帮助，至今常常怀念在俄罗斯的
美好时光。国内两位导师李长莉和茅海建先生十多年来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为我费尽心血。茅老师
赐予了这个题目，李老师直接推动了本书的出版。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

                                                                                                                        唐仕春
                                                                                                                      2013年于北京

Page 11



《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