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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蘇潔（1980.3- ）：女，四川雅安人，中共黨員，法學博士，中南大學法學在站博士後，重慶交

通大學副教授。2001.6 畢業於重慶師範大學歷史教育專業，2004.6 畢業於重慶師範大學專門史

專業，2015.6 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2016.7 進入中南大學法學博士後流動站，主要

從事法學理論、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主持、主研「渝黔毗鄰地區仡佬族民族法文化與地方

社會管理研究」等多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已在《現代法學》、《貴州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上發

表論文三十餘篇，曾獲教育部德育創新成果二等獎，重慶市社會科學界學術年活動論文三等獎。

提    要

西康，古稱「前藏」，亦稱「喀木」，該地區位於四川、雲南與西藏之間，是西藏與內地聯

繫的紐帶，是以藏族為主體、多民族聚居的邊疆民族地區。1937 年，抗戰全面爆發，隨著抗戰

形勢的加劇，西康作為多民族聚居的西南邊區地域，被國民政府視為一旦抗戰失敗的退守之地，

1939 年 1 月 1 日，西康省政府在康定宣告成立。

抗戰時期特殊的社會形勢，使得推行西康司法改革成為大後方建設的重要舉措之一，其司

法審判制度的近代化改革具有穩定後方社會秩序的抗戰建國功能。本書以民國時期西康司法審

判制度改革與實踐為主題，重點探討 1939 年西康建省到抗日戰爭結束這一時期西康司法審判

的實然狀態，並對戰時司法的社會治理功能以及國民政府推行邊疆司法的特色與價值進行評析。

除緒論外，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三章為總論，主要論述了西康司法審判制度

改革的動因、司法組織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司法審判的程序規範及其運用。作者利用大量的原

始司法檔案，對抗戰時期西康的司法機構設置、人員構成、經費狀況、審判程序等進行了細緻

描述，復原了當時司法組織體系的原貌；第二部分第四至第五章為分論，從審判實踐的角度真

實再現戰時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的過程，從民事和刑事兩方面尋找案例，通過對與戰爭和民

族問題相關案件進行梳理分析，呈現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與實踐的實然狀態，分析戰爭對司

法的影響因素以及邊疆民族地區司法改革的特殊性；第三部分第六章為經驗總結與理論提升，

對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的特點與價值進行客觀評價。

本書是建國後我國法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民國時期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的專著。梳理和

復原抗戰時期西康司法審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實施狀況，分析和總結改革的理性與經驗以及作為

戰時司法的社會治理功能，有助於填補有關抗日戰爭史研究和國民政府法治研究的空白。同時，

西康司法審判制度改革又是國民政府推行邊疆司法的範本之一，對當時及後世邊疆民族治理產

生重要影響。本書對西康司法審判制度的研究將邊疆問題從文化和觀念層面引向了對規則與制

度的考量，有利於彌補當前學界對邊疆司法研究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