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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法学界也掀起了法律文化研究的热潮，推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出现了陈鹏
生、俞荣根、武树臣、梁治平、贺卫方、高鸿钧、张中秋、刘作翔、何勤华等一批将法律文化作为自
己学术研究中重要领域的学者。
　　法律文化史研究，是继受了法律史研究和法律文化研究之成果，并结合两者的方法而出现的一种
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将历史上的法律文化即历史上出现的并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法
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事件、法典、法学家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
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进化至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之立场和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并阐述作为文化的法律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它是对法律
史和法律文化研究的一种深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出版的几部著作如梁治平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中秋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南京大学出版
社1991年版）、武树臣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中，就已经花了大量
的篇幅研究中外历史上的法律文化。
而在何勤华的《法律文化史论》（《法学》1996年第10期）一文中，则明确提出了“法律文化史”的
概念，阐述了其内涵，并力倡以此种视角和方法来克服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等单独研究的缺陷，
对法律史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的研究。
　　本着涓涓小溪能汇成大海、粒粒细沙将垒起高山的学术探索精神，我们着手编辑《法律文化史研
究》（多卷本）学术丛书，试图为中国学术界的法律文化史研究开辟一个发表成果的园地，提供一个
学术积累的载体。
本书每年出一卷，主要刊登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在法律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原创性成果。
我们希望《法律文化史研究》成为我国法律史学界学人的又一位良师益友，并为中国法律学术的发展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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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现为(2009年)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82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入华东政法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于1984年12月毕业，留本校法
制史教研究任教至今。
曾于1988年和1994年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法制史。
1987年9月任讲师，1990年10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7月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2年10月起，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8年7月，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99年10月，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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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财产继承权的肇端　20世纪前30年典的考察与反思司法制度研究　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判决理
由的历史分析　上海会审公廨审判与租界社会法律思想研究　郑观应的法律思想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传统　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史探研　唐明律中良贱相犯规定之研究——以主贱相犯
规定为例　古亚述人的法律生活《新译日本法规大全》述评（一）　引子　宪政与民事法律移植与本
土化的典范——第一卷之点校前言　体认百年前的法规移译盛事——第二卷之点校前言　官制官规初
探——第三卷之点校前言　“富国强兵”的法律制度供给——日本明治教育军事立法述评　日本明治
时期经济立法的背景及其对中国的渗入——第九卷之点校前言　运输通信类法规绍介——第十卷之点
校前言　准确理解法律文本的匙钥——法规解字之点校前言书评及其他　再论《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
使命》　智慧之旅行者无疆——《法律文化史谭》评析　我的商务情结　繁荣中国法学的几点思考—
—访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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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孀妇财产权浅析黄冬云导言近年来，许多学者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妇女，其中针对中国古代
妇女，探讨最多的题目是妇女的地位问题，经常使用的概念有“妇女地位”：具体又分成“家庭地位
”和“社会地位”。
这一方面是出于妇女解放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尺度，“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
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对“妇女地位”的内涵作严格界定，而往往较轻易地以地位高低来作判断。
常见的逻辑是：母权时代妇女的地位高，男性受压抑；进入男性中心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特别是理学
兴起使妇女更苦难深重。
还认为礼教严格的时期妇女受束缚严重，地位自然低，礼教松弛民族混杂的时代妇女的自由度大，因
而地位就高。
总之，在封建时代女性的法律地位可以一言以蔽之“男尊女卑”。
在公共生活领域，包括国家政治领域、主要经济领域女性被绝对排除在外；在家庭领域，由于家国一
体的政治格局，以同样的的口吻宣传制约的女性。
似乎妇女的权利地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低下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却可以发现妇女的法律地位远非
以往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静止不变的。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妇女的权利和地位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以往对妇女地位只作静态描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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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文化史研究(第3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文化史研究（第3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