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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中世纪英格兰地方自治制度的专著，主要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央王权与地方
社会之间的关系。

英国是“地方自治之家”，地方自治制度的历史源于中世纪。
与行政学领域的研究不同，本书着重于对历史背景与历史事实的阐述，注重政治制度的演变与经济和
社会之间的互动。

作为英国政治制度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自治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宪政的发展以及现代化
的历程。
如何构建良性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也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本书的研究或许会对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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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日华，江苏泰州人，1996年至2006年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硕士、博士，师从侯建
新教授；2006年8月至2009年3月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工作；2008年4月起在南京大学历
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陈晓律教授；2009年3月起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
主持2008年教育部基金青年项目“15—19世纪英国地方主义研究”、2009年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6
批面上项目、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英国地方自治政府研究”；在《文史哲》、《世界
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10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主要是英国)地方政府、欧洲文明史(主要是中世纪部分)、中西比较现代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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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对森林法以及森林法庭的弊政，民众从以下几个层次对之进行了斗争。
　　一是“静悄悄的”侵蚀，即普通民众不断地慢慢地蚕食王室的林地。
贝内特指出：“诺曼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中，国王在德比郡保留的大片土地，遭到周边居民的不断蚕食
，东一块西一块地变成了耕地。
”②　　二是依据《森林宪章》等相关法律争取自己的权利。
地方民众真正地依据法律来免除森林法侵扰的契机是1215年的《大宪章》。
《大宪章》第44条款规定：“对于居住于森林之外之人，嗣后不得以普通传票至森林法官前，唯其人
为森林事件之被控告或为因森林事件被控告者之保人时，不在此限。
”③应当指出的是1215年的《大宪章》主要解决的是郡守的问题，而不是森林法的问题。
因此研究者不能仅认为《大宪章》是解决森林法的一个实际行动，我们更应该把此作为一种象征，表
明地方民众有了相应的法律手段来解决森林法问题。
　　1217年《大宪章》再次确认，王室森林问题被单独列出来，并形成《森林宪章》。
此后1225年、1297年的《大宪章》再确认令中也都附有《森林宪章》。
1217年《森林宪章》的主要内容是：调查自亨利二世以来建立的王室林区，除了在他自己的自营地上
建立的王室林区，其余的应免除森林法的管辖；如果发生侵犯别人或者共有的林地，应该归还原主；
每个自由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森林中放牧或者牧猪，为此他可以赶牲畜经过王室自营地的林区；在王室
林区内拥有合法林地的民众可以自己垦荒种植；王室森林区域以外的居民不受森林法庭的管辖，禁止
森林官员勒索地方民众的财物；以后任何人不再因为违反森林法被处以死刑或处以肉刑，而应处以罚
金；每个自由人在自己的林地或者土地上都可以建磨坊、挖鱼池、修水坝以及耕种——只要其行为不
伤害邻居；自由人在自己林地发现的动物归自己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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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中古英格兰地方自治研究》作者陈日华要对地方自治的历史背景与外部环境
进行探讨：这部分内容包括普通法传统提供的外部宽松环境和处理地方事务的手段与方式；英国王权
的性质对地方自治的影响。
    随后，本书论述地方社会与政府机构的具体运作与治理方式，这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这里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村庄共同体为核心的乡村，二是基于特许状的城市自治，三是郡内的乡绅
自治。
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有着各自的作用与意义。
在这一部分，本书不但要厘清中世纪英格兰地方行政的机构与层次，还需要具体论述地方事务的运作
，如司法、公共安全、征税、经济活动、地方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这样才会使得人们对地方自治的
印象更为直观。
    最后论述英国地方自治的影响与意义。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地方自治与英国地方主义的形成；二是对英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它影
响到近代英国地方政府与历次的地方政府改革；三是英格兰的自治精神对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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