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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洲法律文化史论》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成果鉴定中荣获“优秀”等级。
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为：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非洲的传统社会与法律文化；非
洲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法在非洲的移植与影响；西方法在非洲的移植与影响；非洲法律文
化的现代化变革；全球化与非洲法律文化的发展趋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洲法律文化史论>>

作者简介

夏新华，男，湖南省武冈人，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精品课程《外国法制史》主持人。
曾任湘潭大学社科处副处长、法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兼任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法律史学、非洲法学、比较宪法与宪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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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上世纪最后20年的非洲死刑实践发展情况看，非洲似乎已经走上了废除死刑之路。
但事实也表明，非洲国家并没有全体一致、义无反顾地走向死刑废除之路。
可以说，在死刑的存与废问题上，非洲国家面临艰难的抉择。
这种抉择不仅是现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必然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那些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已经废除死刑
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一些法律上保留死刑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或政要表示要限制、暂停死刑的执行，有的甚至声称要废除
死刑。
如：1998年马拉维总统巴基利·穆卢齐（Bakili Muluzi）宣布暂停所有死刑的执行，并对所有当时已经
存在的死刑判决减刑。
他说：“生命是神圣的。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得到改造⋯⋯我建议非洲——我们共同的家的所有国家领导人废除死刑。
”与此不同的是，多数仍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且实践中执行死刑的非洲国家中，每年仍有死刑的执
行。
而且，在非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保留死刑，因为在这些非洲国家，社会治安不
尽人意，暴力犯罪上升，国家试图通过在法律中规定死刑或在实践中运用死刑而威慑犯罪分子；一些
国家的民众也因不满于社会治安状况而支持保留死刑。
即使在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中，关于死刑的存与废问题的争议也并没有因为死刑的废除而结束。
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南非宪法法院于1995年裁定1977年《刑事诉讼程序法》第277条关于适用死刑的规定违宪，因为它
与1993年南非《临时宪法》第三章关于生命权和尊严权的规定相违背。
死刑作为一种酷刑，在南非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3）虽然1995年南非废除了死刑，但关于死刑的存与废的争议却自始存在。
在南非废除死刑时，时任南非副总统的F.W.德克勒克（FW.de Klerk）说，他的政党准备与时任总统的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国大党斗争，力图在南非恢复死刑。
德克勒克宣称，在南非占绝对多数的民众是支持死刑的，因为当时南非的谋杀案发案率高。
1997年南非大教主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说：废除死刑“表明我们的社会关爱人类的生命
，表明我们尊重人类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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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洲法律文化史论》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非洲法律文化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思考，通过
较深入的专门性基础研究，解决非洲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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