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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涉足非洲法研究于笔者而言实属偶然。
湘潭大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创建的，有着研究非洲的优良传统，早
在1978年就成立了非洲研究室，并在1979年主办了全国第一次非洲问题学术研讨会，与国内研究非洲
问题的著名高校发起并成立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此后数年，湘潭大学的非洲研究成绩喜人，在学界有良好影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史学研究日渐清贫，1993年非洲研究所从挂靠单位历史系转移到了当时的
法律系（现在的法学院）。
由于种种原因，在法律系的非洲研究无法定位，几近停顿。
1995年笔者从吉林大学硕士毕业来到湘潭大学法学院工作，受命讲授外国法制史，而当时使用的几种
外国法制史教材甚至还没有专门介绍非洲法的章节，只是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由嵘教授主编的自学考
试教材中“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制度”一章里述及了非洲法律的有关内容，但语焉不详。
直觉之中，无论是在中国的非洲学研究界还是在法史学界，非洲法的研究还是一块空白，亟待弥补；
湘潭大学非洲研究的传统要光大，何不以此为契机，推陈出新，加强对非洲法律的研究，走特色发展
之道。
幸运的是，同事永红兄在此问题上与笔者不谋而合，并相约，他主要关注非洲的部门法律，而笔者则
重点研究非洲法的基础理论。
共同的爱好使我们后来成为了学术上的知己和生活中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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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洲法律文化专论：理论探讨·制度变迁·个案评析》汇集了作者有关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部
分成果，承载了作者对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若干新思考，有一定理论研究价值。
非洲法研究是近年来中国非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
非洲法律文化不仅是非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法律文化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分析对
象。
非洲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且历经沧桑，在长期的变迁转型过程中，荟萃了本土习惯法、外泉宗教法和
近现代的西方大陆法与英美法。
多样性法源相融共存，展示出一幅法律发展的多彩画卷。
非洲成为一个有非凡魅力的法律移植的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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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新华，男，1966年10月出生.湖南武冈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
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子课题、教育部规划项目等多项，出版《法
治：实践与超越——借鉴外域法律文化研究》等著作。
发表非洲法、中外法律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六十余篇，曾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特别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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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篇 理论探讨非洲法律文化的研究动态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辨析非洲习惯法的概念与特性
非洲法律发展中的“本土法”与“外来法”英国法在非洲的本土化加纳法文化的演进南非混合法形成
的历史考察安东尼．阿洛特与非洲法研究勒内。
达维德与《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二篇 制度变迁美国宪政主义对20世纪非洲宪政发展的影响尼日利亚
宪政发展研究马拉维的政治变革与宪政发展独立后非洲国家刑事法律的发展南非新《内幕交易法》评
析埃及混合法院研究新南非环境立法与人权保护非洲的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的发展第三篇 个案评析肯
尼亚奥蒂罗安葬权案评析津巴布韦马嘎亚遗产继承权案评析公民恩凯诉南非国家安全部部长案评析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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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洲的阿散蒂人这五个民族的原始法的比较研究，认为法律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法律是无法从全部
人类行为方式中截然分割开来的，只有对社会运转有所认识，然后才可能对何为法律以及法律如何运
转有完整的认识。
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法律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法律的存在，意味着人类利用一定组织的
社会力量，调整个人和团体的各种行为，并预防、补救或惩罚违反社会调整规范的行为。
霍贝尔认为，由于文化形态的不同，才有原始法律、古代法律和现代法律之分，“在尚无文字的人类
文化中，我们称之为原始法律，如果在刚跨进文明门槛的古代社会，就称之为古代法律；在发达的文
明结构中，我们称之为法律。
”大量资料表明：习惯在经历了由偶然到必然，由经验到理性，由局部到全局的概括和上升，在经过
自发到自觉的不断总结积累，特别是发展为习惯法之后，已成为调控原始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人关系的普遍的一般的行为规定，历史地发挥着类似法律的功能作用。
霍贝尔反对研究法律时，盲目地和任意把现代的法律用语强加于原始资料之上，或用我们现代对法律
的理解去衡量原始法律，他认为这样就会歪曲了原始法律的真相。
霍贝尔给法律下了一个定义：“这样的社会规范就是法律，即如果对它置之不理或违反时，照例就会
受到社会承认的、可以这样行为的特权人物或集团以运用物质力量相威胁或事实上加以运用。
”按照这一定义，法律的存在不一定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只要有某种实施强制的机构就行。
霍贝尔正是从此定义出发，得出了原始社会存在法、社会规范即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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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在“自序”中对学术经历的回顾，旨在表明学术旅途中的一段心路历程。
科学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非洲法研究可谓博大精深，有广阔的施展空间。
2004年笔者以《非洲法律文化研究——一个比较法的视角》为题申报了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的
课题，获准立项；2005年下半年，再以《非洲法律文化研究》为题正式申报了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有幸得到了批准。
立项以后，笔者广泛搜集资料，修正观点，完善学术规范，展开深入研究。
本书汇集了到目前为止，特别是立项以来笔者所发表的有关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部分成果。
现趁课题完成之机，将其分篇编排，整理加工，辑录成书，予以出版，以飨读者。
限于本人的学识水平和关注视野有限，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它毕竟承载了个人对非洲法律文化研
究的若干思考，恳请学界同仁批评，不吝赐教。
本书所辑录并修改的学术论文曾在，《西亚非洲》、《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制与社会发
展》、《环球法律评论》、《法律史论集》、（河北法学》、《辽宁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中国审判》、《人民法院报》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这离不开报、刊编辑
们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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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洲法律文化专论:理论探讨·制度变迁·个案评析》：世界史学术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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