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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0"&正值清廷效法西方修订新律之时&张之洞
,

在

一篇奏摺中明确阐述了相当一部份朝野人士对於这次法律改革的担忧#

)夫

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先正本'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

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者亦多&取其所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

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後量
'

变通 *'

!张之洞& .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载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

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第/

1

&页"00/' "然而即便如

此&晚清的法律移植还是全面地铺开了'所以到今天&人们对於传统中国法

律的特徵和样
v

已经相当陌生'而邱澎生所著,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

的商业法律-一书&则在一百多年之後接续了晚清国人的关怀&向读者呈现

了"0世纪至#$世纪初中国商业法律的发展契机及其诸多面相'

这部著作的主体共有七章&由作者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改写

而成'各章的标题分
0

是#第一章&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

范(第二章&晚明有关法律知识的两种价值观(第三章&讼师与幕友对法律

秩序的击(第四章&刑案编中的法律推理(第五章&"0世纪的法律批判

与法律推理(第六章&"-世纪商业法律中的债负与过失论述(第七章&由苏

州金箔业讼案检视晚清的商事立法'每一章的主要
;

容和结论&作者在本书

的)导论*部份已有精炼的概括 !页-"'本文则重在归纳笔者在
W

读过程

中寻找到的三条瞃索&从而对全书的
;

容进行纵向的梳理'

瞃索一#既
'

商业法律所规范&又影响和改变着这套法律的人们'具体

而言&可以分
'

三个层面'

一$政府机构的层面'第一章对於明清市廛律例的研究&第七章对於晚

清商事立法的考察&揭示了明清中央政府在商业立法方面的态度(第六章对

於浙江$湖南等省省例的探讨&则反映了清代地方政府在矨定商业法律细节

方面所做的工作'

二$社会团体的层面'这一层面涉及到第五章中进行集体诉讼的江西和

徽州商帮&第七章中已形成严密组织和规章制度的苏州金箔业会馆$公所&

以及在政府和民间商人团体之间发挥着协调与沟通作用的晚清商会'

三$个人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作者所选取的个案包括#熟悉司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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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律例有深入研究的人士'如王樵$王肯堂 !见第二章 "$祝庆

祺$鲍书芸!见第四章"$王明德!见第五章"等'这些人大多兼具官员和

学者的双重身份(还涉及到在司法审判制度加严加密&诉讼案件大幅增加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间法律从业者&其主体
'

讼师和幕友!见第二章"(此

外&在本书的第五至七章中&作者还关注到当时一些商业讼案所涉及的普通

工商业者'

循着这条瞃索&读者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中国&从各级官府到普通工商

业者&都对商业法律有了更大程度的认知'他们或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规

定&或在学理的层面对於法律进行崭新的解读&或致力於提供专业化的法律

服务&或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经营权益&?促使国家制定法与民间商业习

惯相融合'

瞃索二#商业法律的载体'

本书所论及的商业法律载体大致可以分
'

四类#第一类是由各级政府机

构制订?保障实施的法律条文&如第一章中的明清市廛律例&第六章中浙江

等省的省例&第七章中的 ,钦定大清商律 -(第二类是对律例条文进行阐

释&?对法律的核心价值进行探讨的研究性著作&如第二章中的 ,读律私

笺-$ ,律例笺释-&第五章中的,读律佩鬌-等(第三类是旨在指导基层

司法审判和民间法律服务的实用性参考书籍&如第四章中的,刑案汇览-$

,折狱明珠-$ ,审看拟式-等(第四类是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商事

习惯&如第五章中用碑刻平息商业纠纷&第七章中会馆$公所用)把持*的

逻辑来理解新法中)专利*的概念等'

循着这条瞃索&读者可以看到#在"0至"!世纪的中国&围绕着商业法

律&已经形成了一个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断完善的律例条文是其赖

以存在的基础(日趋精深的学理探讨&拉近了这一知识体系与主流学术话语

和通行的社会观念$民间信仰之间的距离(实用性的著述努力探寻着将这一

知识体系用於司法实务的种种途径(而民间商事习惯则持续地
'

这一知识体

系注入新的
;

容'

瞃索三#支
w

着商业法律的价值观'

在这一方面&本书所呈现的
;

容也是多元的'在第五章中&王明德将法

律视
'

天道演变的自然结果!)法天之学*"&以)公平*

'

其核心价值'

这可以视
'

一种立足於哲学思辩的超验价值观(而王樵对於法律 )有资用

世*的评价&王肯堂将传播法律知识视
'

)福祚子孙 *的观点 !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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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及各级政府利用法律保障)两平交易*!见第一章"$依靠法律达

致)民风淳朴*$ )法足蔽辜*的期待!见第三章"&则反映出旨在增进社

会和谐与个人福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另外&讼师和幕友凭藉法律竞
=

求

胜$

=

取个人利益的行
'

&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更具体地
+

&超验层面的价值观论证了法律知识的神圣性&实用主义的

价值观推导出法律的正当性&以及扩充法律知识的必要性&而功利主义的价

值观则极大地鼓励了人们将精力和智慧投入到钻研法律知识$处理法理实务

之中'

总而言之&作者在全书各章中始终试图告诉读者#在那个时代&是什
S

样的人面对着什
S

样的法律:他们怎样去认知和操作这一套法律:最後得出

的结论是#管明清时期的中国
.

有
-

生与近代欧洲相似的)商法*&但是

在商业法律的领域仍然出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变化' )这些变化反映当时中国

;经济$社会<与;政治$法律<现象间相互补
L

关的实际存在' *!页

#$-"

在反复
W

读这部著作之後&笔者认
'

本书是一部在方法和结论上都令人

信服的成功之作'

首先&扎实的历史学研究
'

全书的立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探讨)如何撰写中国法律史: *这一问题时&徐忠明曾有过这样的论

述#

)真正的问题在於#我们能否任意
)

述历史:我的回答是#不行'一如

法官面对有待审理的案件&他的工作就是弄清案件的真实(然而这个案件的

;真相<必须通过证据才能建构起来'因此&法官的工作纪律就是尊重证

据&有一分证据
+

一分话*' !徐忠明& .作中国法律史#正史$档案与

文学+++关於历史哲学与方法的思考/& ,学术研究-&#$$"年&第1期&页

-"' "而本书的研究正是呼应了这样一种认真对待历史的主张'

长久以来&近代转型前的中国被理解
'

处在一个)停滞*$ )衰退*或

)丧失了发展动力*的时代'也正是基於这样的认识&明清中国的法律也常

常被认
'

是与)近代化*的需求相背离的'而在本书中&作者一开篇就对这

样的认识表达了深刻的质疑&?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传统社会*是

否也有自己的变迁轨?值得探究 !页"":带着这个问题&作者细地?沉

了浩繁的史料&论述了与明清商业法律相关的种种问题'

而尤
'

值得敬佩的是&作者?未
'

了标新立?而随意地拼
<

或取史

料&也从未对有限的史料做过度的解读和演绎'而是在案例的细节中谨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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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相关的信息&在每一则言论和每一部著作中细地体察原作者的处境与

用意&在对法律条文的通盘考察之下判断法律变动的整体趋势'即使对於一

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作者仍然秉持着一丝不築的写作态度'如在探讨幕友起

源的段落&虽然有王肯堂 )今之仕宦者EE於原籍
m

带讼师$罢吏同至任

所*的记载&但作者仍然
L

调#

)这似乎是;讼师<作
'

;幕友<前身的一

个证据&当然这不能作
'

後来幕友都由讼师起源的证据 *!页"#."'从这

样的一些论述中&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

研究素养'

第二&本书超越了简单$片面的历史比较'

在这部著作中&自始至终致力於解答的问题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有
.

有)商业法律*: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法律:但是&

一提到)商业法律*&必然绕不开欧洲历史上的)商法*'而且&作
'

一部

针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著作&也不可能对於)西方*存而不论'所以&

这部著作的许多章节必然会涉及到中西比较'其可贵之处&在於超越了简

单$片面的历史比较'

作者在本书中明确提出#

)不反对拿中国历史与西方做比较&但对片面

性的比较则不得不予保留' *!页#-,"仔细
W

读本书中的相关章节可以发

现&作者往往首先从一种通行的观念入手&引出比较的课题'如在第四章

中&作者提到#许多研究者习惯於将中国的)援引比附*与西方的)罪刑法

定*相对立&从而引出了对於中西法律推理方式的对比'在进入对比之後&

作者会将中西双方的情癋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进行仔细$全面的剖析'在

比较的过程中读者会发现#一些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现象&可能有着某种程度

的可比性'如)罪刑法定*同时也是一种)关於精密$有效和经济的权力技

术学*!页"0/"(而另一些看起来有相似之处的现象&

,

可能完全
.

有
;

在关联'如第五章中王明德所提出的法律乃)自然之数*的观点&就与西方

追求)清晰明确的通则*的理念完全不相关联!页#$1"'

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会发现#中西历史的确存在着比较的可能&但是

这种比较不应该是以中西对立的成见或某种既定的框架
'

出发点'而是应该

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对於双方的情癋进行全面的理解和认知'只有这样&

才能发现中西历史真正的?同之处'

第三&本书自始至终将法律视
'

一种植根於社会土壤&?与人们的生

活$观念密切相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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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年代&瞿同祖即提出#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
'

了维护?巩

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
-

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

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

会-&北京#中华书局&"!!1& )导论*"'在本书中&作者不仅时时注重

'

明清商业法律铺陈出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更在诸多章节精彩地展现出社

会与法律之间的双向互动'如在第二章中&作者论述了)功过格*观念对於

晚明司法审判的影响&但同时也揭示了王肯堂等学者的著律工作对於)功过

格*观念的修正与发展'又如第七章所论及的苏州金箔业讼案中&作者重点

分析了)利权*二字的含义&认
'

这一方面体现了工商业者对於,公司律-

的接受和运用&但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也将本地商界通行的)把持*概念注

入到)利权*的诉求之中&从而对司法审判形成现实的影响'

通过这样的论述&读者可以感受到#法律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存在&它的

生命力根源於创造它$影响它的每一个人'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

)当时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法律<现象间相互补
L

关的实际存

在*!页#$-"'

最後&笔者谨提出对於这部著作的两点疑问'

第一&作者在分析明清市廛律例时&十分
L

调其保障)两平交易*的宗

旨!页/$"&?通过与)官牙制*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论述'笔者也曾经对

,大清律例-中针对)官牙制*的/$条律例进行过统计与分析&最後得出的

结论是#这一部份律例条文对於以
L

权$暴力介入市场的行
'

关注较多&对

於普通牙人的经营活动关注较少(对於扰乱社会治安和统治秩序的行
'

关注

较多&对於商业运作技术层面的问题则关注较少' !周琳& ,传统商业制度

及其近代变迁#以清代中後期的重庆
'

中心-&清华大学历史系未刊博士论

文&#$"$&页-$*-,' "如果这样的观察有一定的依据&那
S

明清市廛律例是

否真的旨在保障)两平交易*:其对)两平交易*的保障是否存在某种前提

条件或限制因素: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不同的研

究者在研究方法和判断标准上进行更多的沟通'

第二&作者在)导论*部份提到&本书的目标是要)

+

明一些重要的经

济与法律变迁究如何逐渐地由明清中国部份地区往外扩散到全国 *!页

#"'但是全书中所收
3

的案例$参考的文献$以及所研究的人物个案&大

多都集中在京师$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几个地区&也就是本书 )导

论*部份所提到的 )已开发区域 *!页."'但是更多的 )开发中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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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发*区域是怎样的情癋&还是不甚明'这或许是本书还可以进一步

完善的地方&也是我作
'

读者对於这部力作的更深层期待'

周琳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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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的,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以

下简称
'

,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的'此书以北宋以来的山西泽州
'

中心&从)社*这一具体制度入手&探

讨华北地区乡土社会变迁'本书有
0

於那些止步於资料堆砌以及自
+

自话的

所谓)专题性 *或者 )区域性 *著述&作者通过对 )社 *扎实而深入的研

究&回应了学术史上诸如 )宗族 *$ )士绅 *$ )公共领域 *$ )祭祀

圈*$ )市场圈*等一些比较重要的议题&是一部可以在学术
/

络上留下自

己印记的佳作'

对於有在华北地区生活经验的人来
+

& )社*都不能算是一个十分陌生

的事物'一方面&虽然新中国在"!,!年成立後& )社*作
'

一种)落後*的

制度被取缔&但是它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在追忆当地历史的时

候&坊间耆老对)社*津津乐道'而在有些地方& )社*虽被改头
>

面&但

它仍然以一种更
'

隐秘的方式存在&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实际作用'另一方

面&近三十年来&社会控制有所动&在一些地方& )社*得以再度复兴&

成
'

)活的传统 *'那
S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社 *这个 )古老 *而 )新

兴*的事物:涂尔
+

& )在任何新的历史处境和此前的历史处境之间&?

.

有什
S

固定的鸿沟&相反倒有着熟悉而密切的关联&因
'

从某种特定的意

义上来讲&前者正是後者的传人*' !涂尔著&李康译& ,教育思想的演

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页##' "因此&让我们跟随杜正贞的

笔触&展开一次穿越时空的千年之旅&一路观看在山西泽州这个特定的历史

场域下& )社*如何凭藉极富弹性的调适能力&历经战火兵燹$朝代更迭&

顽
L

而稳定地存续於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

本书除绪论和第八章的讨论部份外&共分六章&按照时间序列安排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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