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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虽然是在单篇论文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但它的主题是一致的。
这就是对西文正统法律理论和这种理论背后所潜藏的“法律帝国主义”进行批语以及对非西文法及其
背后的文化传统予以尊重，由此在“法律多元”概念框架里来讨论法律移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基于日本本土的经验研究之上，作者试图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原理”的前提下，来包容西文法和
非西文法，并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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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千叶正士 男，日本东海大学法学
部教授，日本法社会学会主席。

范 愉 女，1953年生，法学博士，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王宇洁 女，1970年生于陕西，中
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董 炯 女，1972年生于上海，北
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

彭 冰 男，1972年生于安徽，北
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

强世功 男，1967年生于陕西，北
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

赵晓力 男，1971年生于陕西，北
京大学法律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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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初，为中国文化研究所 下设机构。
其设立之旨，在于将私人交谈转变为公共话语，通过 平等的交谈和论辩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并在此
基础上建构自主 的学术空间和建立学术共同体。
为此，“中心”以自由松散的合 作方式集合了一批青年法律学者和学生，以期为他们提供一个交 流
思想、砥砺学术、发挥集体创造力的自由空间。
“中心”还希 望通过开展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逐步建立新的评判 标准和评判机制，探
求法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的途径，寻找理 论创新的可能。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将反映与“中心”有关之学术 活动及研究成果。
“文丛”不拘形式，不求规模。
举凡专著、文 集、选辑、译著、资料整理，但能表明“中心”之学术追求，且 符合“中心”厘定之
学术标准，皆可收入其中。
其甄选评定事 宜，由专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负责，以保证“文丛”之学术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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