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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集中比较和探讨了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选
择、继受与变通、效果与影响、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一般原理和特殊意义，最
后附有隋唐及清末中日法律与文化相关事项年表等参考资料。
全书具有深度分析和高度概括的特点，对中日和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理解与当代实践，均有启发
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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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男，1962年生，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法
律文化，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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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第一节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的动因人类总是在一定
的动机和原因的驱使下开展文化交流的，而交流又往往是从信息传递开始的。
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法律文化以创制自己的法典，依《近江令》计是公元671年，以《大宝律令》为
准是公元701年，它们分别距日本从留学生那里获得唐代法制信息并接受建言已过去48年和78年。
公元623年，即唐高祖六年，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此前留学中国隋唐的学生学成回国，他们带回去
的一条重要信息是：“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日本于是“遂决意编纂法典”。
其实，这只是揭开了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序幕，只有到了公元645年大化改新后，日本才实际开始这项
宏伟的事业。
但毫无疑问，这条在日本正史中记录下来的信息和随后的提议，应是日本采取重大行动的一个刺激性
因素。
一般认为，法律文化有其政治性和制度化的特点，因此，它们的交流必定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原因
。
从日本的情况看，引进律令是对大化改新的支撑和完备，而大化改新最直接同时亦是最重要的目标就
是模仿中国唐制，确立中央集权的天皇体制，使日本天皇在法律和事实上的权威都接近或类于中国的
皇帝。
要达到这一政治目标，首先遇到的内部障碍是苏我氏贵族的擅权。
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说：“痛感有必要改革国政的形势之一是，苏我氏的独裁势力急遽增大，皇室
的权威受到威胁，面临危机。
特别是苏我人鹿认为圣德太子的王子山背大兄王的存在，是他确立自己霸权的障碍，便举兵袭击皇宫
，杀死了山背大兄王。
这件事不能不使有识之士感到苏我氏的跋扈，已到了必须加以打击的地步了。
”日本当时的这种部族化的政治局面不止使天皇蒙受屈辱，亦使日本远远落后于已高度礼法人文礼仪
化的东亚大陆，所以留学生带回去的信息给苦闷中的天皇和拥护皇室的大臣们指明了方向，加速了大
化改新的到来。
但要将大化改新所确立的政治精神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必须借助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途径。
因为“在这个时代，东亚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是以此为中心展开，并因此获得各种文化的。
中国的国家机构建制及其运作，规定于律令之中。
因此，对于各国而言，重要的是学习此律令，引入律令所规定的各项制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

编辑推荐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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