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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两汉时期儒家之手，也是儒家《礼典》的开篇

之作，《周礼》的内容宏大，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

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

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无所不包，充分显

示了古圣先贤的智慧和理想。这些智慧和理想来源于

此前一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机构设置、职官管理、司

法实践所提供的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周礼作者的认

识，在已有原型的基础上加以升华，形成了千古不朽

的国家治理大典。《周礼》所设计的影响面宽广的治国

蓝图，无可争辩地显示了中华法制的文明，它对后人

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同时留下了无尽的创造空间。

第六，重构新时代的中华法系。伴随着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弘扬中华法文化，重构中华法系成为历

史的必然。在中华法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

礼法结合的礼治文化，德法互补的治国要略，法情允

协的司法原则，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严以治官、宽

以养民的施政方针，明职课责的法律监督，良法善治

的法治追求，如此等等，都可以作为重构新时代中华

法系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代的中华法系，是一个独

立的社会主义的法系，它必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既有特殊性，也有典型性，而且还需以它的先进性赢

得世界的尊重。因此，非一日之功。

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史学

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学术生涯中兼具史

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 ：浓郁的学术情怀，坚

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学术情怀，没有厚重的文

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韧劲，对于

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 ；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

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

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制进步、国家发展

的优秀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张晋藩先生身体力行，

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先生在学术生涯中保持着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

与法学家坚定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先生关于构建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重塑中华法系两大学术贡献上。

构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长

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学术界

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采纳苏联学术界关于“国家与

法权历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有其理论上的优长，

但也有重大不足。特别是，较少关注对于法律内部结构、

内在规律、内在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忽视对于中国古代

法律鲜明的民族特征、独特的社会作用的探讨。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

者，勇于开拓，善于思考，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构建

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早期标志性成果是先生主持

编写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1981 年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以及全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

制史》（1983 年群众出版社）。这两部教材关于古代法

律体系的构建，实现了两大回归：回归中国，回归法律；

紧扣中国古代国情，紧扣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法律制度、

法律实践，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发生、发展的规律

及其特征。1992 年先生出版《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广

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法制

通史》（法律出版社）出版。以此为标志，关于中国古

代法律体系的研究，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

对于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先生从不固步自封，从

不自我满足。先生常常说，希望你们后学晚生，能够在

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勇于探索，以取得新的成就。

在学术研究方面，先生还展现出一名杰出法学家

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生的研究，既专注于

书斋，又不限于书斋。先生历来主张，中国法制史学，

研究的是历史，而面对的是现实 ；中国法制史学生命

力之一，在于为现实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华法系问题，特别是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特

点等问题，是中国法制史研究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也

专题一 ：中国法律史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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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法制史研究宏大的学术战略问题。对于这一问题，

先生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并做出卓越贡献。1980 年，先

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中华法系特点探源》一文。

此后，先生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对于中华

法系的形成背景、主体内容、发展规律、基本特征、社

会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先生不是简单地就历史谈历

史，而是关注民族复兴与中华法系重塑的关系。世纪之交，

先生先后发表《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重塑中华法

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论文。先生认为，中华民

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在中华文化复兴中，

法文化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法律传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中国国情文化，才能建

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基于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基于法学家坚定的社

会责任，先生把他 60 多年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贡献

于中国法制史学，贡献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先生作为

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引领者和主要推动者，通过 60

多年的努力，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基础，引领着

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方向，并与中国法制史学老中青学

者一起，共同铸造了中国法制史学的一代学术辉煌。

一、三个关键词一个共同体

这个题目中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共同体，即学术理

路与研究范式和特色贡献这三个关键词是三位一体的，

亦即张先生在学术理路中探索和发展研究范式，在其

研究范式中蕴含着特色和贡献，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张

先生对中国法律史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与认识。

二、张先生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式及变迁

范式是一种叙事模式，它有四个要素，即基础性

的或者说基本概念，这是其一 ；其二是建立在此概念

上的一套理论 ；其三是与此概念和理论相匹配的方法 ；

其四是可以实证其理论的典型例子。范式在科学研究

中往往具有创新甚至革命性的意义。

从过去到现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

刑法志到法制史到国家与法权通史再到法制史和法文化

史、法文明史以及新研究范式的变迁与转换。中国传统

的法律叙事模式或者说研究范式，以历代正史中的《刑

法志》为代表。这个范式的基础性概念或者说基本概念

是礼法 ，礼法的核心是德主刑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从近代开始，我国接受来自日本的

法制史范式，这个范式源自欧陆，它的基本概念是法律

制度，法律制度的核心是规范。这个范式使中国法律史

的研究成为近代法律科学的一部分，在这个范式中产生

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其中可以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

史概要》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陆开始接受来

自苏联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范式，这个范式的基本概念是

国家与法，国家与法的核心是政治。张先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参与和探索了这一范式，编撰出了《中国国家与法

权历史讲义》的著作，这是一项新的尝试和贡献。在改

革开放后的 1979 年的“长春会议”上，以张先生等为

代表的中国法律史学界前辈重新确定了中国法制史的研

究对象，先是形成了以刑法和司法为中心的法制史研究

范式，后又发展到了以刑事法、民事法、行政法、经济

法和诉讼法等为内容的法制史范式。这个范式的基本概

念同样是制度，制度的核心依然是规范。在这个范式的

恢复和发展中，张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最早主编

了全国性的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后又出版了个人

专著《清律研究》，接着又推出了作为总主编的《中国

法制通史》（10 卷本）。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

兴起了法文化史的研究范式，这个范式的基本概念是法

文化，法文化的核心是法的观念、价值和意义。法文化

史范式与法制史范式有所不同，它主要不是研究法律制

度，而是研究隐藏在法律制度后面的法的观念、价值和

意义或者说法律样式。张先生亦率先探索和推进了这一

范式的研究，出版了以《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为代表的著作。近来受到重视的是法文明史研究范式，

这个范式的基本概念是法文明，法文明的核心是法的道

张晋藩先生的学术理路与
研究范式和特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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