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大纲 | 邱澎生：明清法制史导论

邱澎生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曾任职于中研院史语所、香港中
文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著有《十八、十九世
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
《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等。



01 课程简介

针对明清中国（1368-1911）法律结构及其演变的史实，本课程设计了十四个主题，既介

绍明清法制史重要议题，也选读一些明清法制史文献。针对明清法律的结构及其演变，本

课程一方面试图勾勒明清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努力考察明清法律与当时社会

经济、政治权力以及思想文化变动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而与同学共同反思「法律」对深

入理解明清歴史变迁的重要意义。

02 学习目标

1．考察明清中国法律结构及其演变的重要变化。

2．探究明清法律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权力以及思想文化变动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3．反思「法律」对深入理解明清歴史变迁的重要意义。

03 评核方法及作业

本课程包括教师演讲与同学报告，既要求同学听讲、阅读与思考，也训练同学积极参与讨

论。评分包括期末报告（60%）与平时成绩（40%）；期末报告为一篇八千至一万字的研

究讨论（review article），平时成绩以三次课堂报告与讨论表现做主要评判。

04 授课语言

普通话

05 科目大纲

第一讲 明清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03/03)

第二讲 规范、命令与法律：立法与司法制度的演化 (10/03)

第三讲 案件中的法律推理与证据呈现 (17/03)

第四讲 地方政府的法律实践 (24/03)



第五讲 法制史料选读 I：法律职业手册的法律逻辑(31/03)

第六讲 法制史料的选读与运用 II：司法案例的法律逻辑(07/04)

第七讲 政治理想、法律观与法律群体的发展 (14/04)

第八讲 经济与法律互动 I：家族做为地产交易的「根基性隐喻」？(21/04)

第九讲 经济与法律互动 II：没有「商法」的商业法律？(28/04)

第十讲 赋税/徭役法令与市场管制 (12/05)

第十一讲 法律与地方社会秩序的互动 (19/05)

第十二讲 家庭与性别关系中的法律 (26/05)

第十三讲 法律知识与意像的建构 (02/06)

第十四讲 结语：如何由「地方性知识」到「全球法制史」？(09/06)

06 参考书目

核心教科书与工具书：

1. 吴艳红、姜永琳，《明朝法律》，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2. 黄源盛，《中国法史导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2。

3. 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8。

4. 郑秦，《中国法制史》，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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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7. 叶孝信编，《中国法制史》，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8. 叶孝信编，《中国民法史》，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9. 邓建鹏，《中国法制史》，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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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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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5. 苏亦工，《天下归仁：儒家文化与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6. 陈惠馨，《多元观点下清代法制》，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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