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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在台灣的法學界自國家考試廢考後一向就是處於邊緣的地

位，即使在史學界，也是屬於非主流的領域。然而近年來，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有

逐漸蓬勃的傾向。由於本土意識的抬頭，促使台灣法律史的研究成為一項熱門的

領域，連帶使得傳統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能夠突破窠臼，以新的視野及角度來切

入。同時，由於兩岸學術文化的交流已屬頻繁，也帶動中國法制史成為一項國際

性的研究領域。當然，在中國繼受西方法百年之際，反思及改革的聲音也使得中

國法制史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於中國法制史的範圍廣博，研究成果往

往極為分散，不易尋找，因此對於中國法制史書目的整理也就來得特別重要。有

鑑於此，本文特別整理近五年來（1995 年以後）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文獻，作一

概要性的書目介紹。由於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已廣泛分布於中國大陸、台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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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日本、韓國、美國等地區，完整的收集各地區的研究成果實屬一艱鉅的工

程，因此本文的整理只限於台灣地區出版的文獻。 

以下便區分書籍、期刊文章、博碩士論文三個項目，就相關文獻作一簡要說

明。書籍(按作者筆劃)及博碩士論文(按年度)採逐本介紹其內容的方式，至於期

刊文章，由於數量較多，僅能分門別類概述相關文獻，無法做內容簡介。另外，

尚需特別說明一點，本文所採的「中國法制史」概念為廣義，不但包括中國法律

思想史，更包括台灣法律史，故以下行文有時間用廣義的法律史一詞以代法制

史。 

壹 書籍類 

中國法制史學會編輯 《兩岸現存司法檔案之保存整理及研究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87年，政大基礎法學中心主編） 

民國八十七年中國法制史學會等主辦之兩岸現存司法檔案之保存整理及研究

學術研討會，就現存之司法檔案，亦即自前清台灣的淡新檔案暨北京與國民政府

最高法院的司法檔案，直至 1945 年以來台灣及大陸的司法檔案，分別加以整理

與研究，乃至其成果加以保存等。本書為此一研討會成果之整理與紀錄。 

王泰升 《台灣法律史的建立》（86年，作者刊行） 

本書為近年來開台灣史研究風氣之重要著作，全書除導論外，共分三大部

分，其中研究方訪篇包括台灣主體性的法律史研究、撥雲見日的台灣法律史研

究﹔日治時期法律篇包括日治台灣特別法域之形成與其內涵─台日的一國兩制、

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法律改革、台灣日治時期法律史初探﹔專題研究篇包括台

灣歷史上的主權問題、台灣企業組織法之初探與省思、百年來台灣法律的西方

化。 

王泰升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88年，聯經出版） 

本書是由著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乃是一本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法律史總體

性介紹的書籍。全書除導論外，共分為六章，包括日治前的台灣與治台前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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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殖民地立法上對西方法的繼受，近代西方式司法的運作，刑事司法與變遷中

的社會，民事法的西方化，歷史評價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王泰升主編 《台灣高等法院舊藏法律資料圖書目錄》（88 年，台灣高等法

院出版） 

本書為台灣高等法院所藏日治時期留下來有關法律資料的圖書目錄，欲前往

高院查閱日治時期法律史料者，可先在本書尋找是否有需要之資料，以節省時

間。高院收藏者除法律類外，尚包括哲學，宗教，政治，經濟，交通，語言，自

然與應用科學，美術，文學，史地等各類書籍，並有各式期刊。 

呂伯濤、孟向榮合著 《中國古代告狀與判案》（88年，商務出版） 

本書運用大量正史、野史、筆記小說、秦漢簡牘及各檔案材料，從古代社會

生活的角度，分析了當時的司法體系，不僅對告狀的基本條件和獎懲制度、主要

途徑、強制措施、收集證據、審訊、刑訊、調解、判決、執行等問題作了詳細說

明，也對訟師、書吏、刑名師爺、衙役等重要人物做了生動描述，本書對於古代

告狀與判案之認識提供了一個快速淺顯的入門。 

馬漢寶 《法律與中國社會之變遷》（88年，作者刊行） 

本書乃收集著者已發表的十二篇論文而成，其所探討之問題大致可分成二大

部分，第一部份有關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包括〈法律，道德與中國社會的變

遷〉，〈儒家思想法律化與中國家庭關係的發展〉，〈個人在中國傳統與現代法

律上之地位〉，〈法律教育之前瞻與基礎法學〉。第二部分有關法律制度與社會

變遷，包括〈美國憲法與中華民國憲法之制定與發展〉，〈龐德論中華民國憲法

之發展〉，〈龐德論中華民國法律之發展〉，〈台灣之土地改革〉，〈法律與科

技發展〉，〈法律教育與國家考試〉，〈近三十年法律與社會變遷之關係〉，

〈論共產中國社會主義法制之建立〉。此外，另有一篇作為全書之結論，其篇名

為〈思想、法律與社會變遷：歷史觀點下的中國經驗〉。 

高明士主編 《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88年，五南出版） 

本書為近年以來有關唐律研究的少數書籍，係由主編者主持之唐律讀書會多

年所累積下來之研究成果。而此讀書會成員多來自台大，師大，文大等校史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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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或畢業學生，因此本書較偏向以史學的研究途徑來研究唐律。本書之內容為

讀書會成員之論文集成，包括有：唐律研究及其問題，《唐律疏議》與三禮，反

逆罪與君臣關係，刑事責任能力，六贓罪的效力，請求罪與公私之分際，編戶管

理的法制化，悔婚與嫁娶的關係，水上交通管理、刑訊制度、唐宋審判制度中的

檢法官、時令與禁刑。 

陳俊強 《魏晉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討》（87年，文史哲出版） 

恩赦制度乃中國歷史上之特有制度，在其他文明世界並不多見，亦決非今日

元首大赦可以比擬。本書為少數嚴謹考察恩赦制度的中文著作，甚具價值。本書

先對魏晉南朝的恩赦制度分期作一動態說明，探討每一時期各類恩赦的數量及其

頒布的背景；同時，也對肆赦頻率的波動及季節性的分布作一分析，使赦制能與

時代變動密切的關連起來。另外，也從恩赦的效力，重罪的觀念，恩赦與恩賜的

關係，恩赦的作用等各個角度來思考。最後再從較高的層次探索此時期的赦制具

有何種意義，在整個中國法制史上如何定位，並從赦制之檢討透視六朝之時代性

質。 

黃源盛 《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87年，五南出版） 

本書彙集作者過去多年來探討中國法制與思想的文字，作者放情於傳統舊學

之際，也不忘加緊對當代新知的汲取，在法史理論及思維方式上，努力做到「舊

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境地，。全書避免了一般人史料臚列繁瑣，

評論流於空疏的毛病；同時徜徉在古典與現實，主觀與客觀，嚴謹與浪漫間。全

書內容共十五篇文章，分別為：〈墨子的法理思想〉、〈荀子的禮法思想方

法〉、〈韓非的歷史觀及其法理思想〉、〈董仲疏春秋折獄〉、〈兩漢春秋折獄

案例〉、〈唐律中的禮教法律思想〉、〈唐律刑事責任能力〉、〈中國法律的傳

統與蛻變〉、〈晚清法制近代化的動因及其開展〉、〈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

〈大清新刑律的禮法爭議〉、〈從傳統身分差等到近代平權立法〉、〈從法繼受

觀點比較晚清與日本刑事立法的近代化〉、〈傳統中國罪刑法定的歷史發展〉、

〈民初暫行新刑律的歷史與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