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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收录了39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后的论文，共分五篇，即“中国法传统”、“外国法
借鉴”、“法之理”、“宪法与政治”、“法律史与社会科学”。
对法史学与社会科学做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视角独特，研究方法新颖，诸多观点填补了法史学与社
会科学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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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国法传统
　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基础性思维
　人情治理、礼治与法治——中国法律史视野中的“中国人情”
　对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法律关系的再考察
　中国古代死刑分类制度研究
　从“法”、“刑”、“律”含义的演变分析《周礼》的成书时代
　“汉字帝王法”之形态
　约保与蚺城基层行政
第二篇　外国法借鉴
　古埃及法的演进、渊源与作用
　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流变
　12～19世纪英国治安法官的起源与流变
　中世纪欧洲商人法庭探微
　隐私权在日本的司法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日本生活保护法无差别平等原则的确立及启示
　“禁止”下的规制：性产业在日本的法律境遇
　美国“无声”的侵权法改革——以产品责任法中的联邦法优先为视角
　国外青少年犯罪预防项目译介
第三篇　法之理
第四篇　宪法与政治
第五篇　法律史与社会科学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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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反，则不复也”；苟子的“以类行杂，以一行万”，“有法者以法行
，无法者以类举”都是类推的运用。
经验性思维和类推方法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在大量制定成文法典的基础上，也十分重视既有案例的
参照作用，形成了中国古代既有成文法典，也有科比则例的特点。
这个特点使得中华法系独具特色，不能用欧美国家划分以判例法为特征的普通法系与以成文法为特征
的大陆法系的方式界定中华法系，因此而说中华法系属于成文法或属于判例法，都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
因为这种说法忽视了中华法系对则例和法典的同等重视，忽视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经验性思维和类推手
法，犯了以现代法律标准裁剪古代法律制度的错误。
经验性思维及类推方法与形象性思维和象征性思维及比附方法有相似之处。
它们都是将已经存在的其他客体作为参照物，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横向的联想式思维运动，而非纵
向的逻辑推理式（即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思维运动。
它们共同导致相似性思考在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广泛运用，促成了中国传统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但也限制了思维对事物自身属性的深入探讨和三段论式形式逻辑的欠发达，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
包括法律文化）对精确性和科学性的缺乏。
（D经验性思维及类推方法与形象性思维和象征性思维及比附方法的不同点在于经验性思维和类推方
法通常只局限于同一类事物之间，凭相似性做出推断。
就法律而言，类推指将同属于法律性质的不同事务（主要是案件）进行比较，根据它们之间相同或类
似的因素推理出相同或类似的判断，如从一件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推理出另一件类似的刑事案件类
似的定罪量刑；《唐律》中的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
象征性思维和比附方法用于处理不同类型的事物，但是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可比性的情况。
就法律而言，指将法律事务与法律以外的其他事务或现象相比较，根据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推
理出法律结论，如从自然界的秋冬季节草木凋零，万物肃杀，推理到人类世界执行死刑，处置杀人判
决也应在秋冬时节。
作为司法原则，类推和比附既有形象性思维和象征性思维的基础，也有经验性思维的基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史学与社会科学>>

编辑推荐

《法史学与社会科学》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硕士点招生三十周年。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专门的法律史教学和研究机构。
中心以华东政法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律史学科为依托，整合各方科研力量而设立。
目前中心共有专职研究人员21名，其中博士生导师5名，教授6名，副教授6名，讲师9名；另有校外兼
职人员8名，校内兼职人员15名。
中心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及秘书处所在单位、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及秘书处所在
单位。
中心下设国际法律与比较法研究所、罗马法与欧洲法研究所、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所、韩国法研
究所、日本法研究所以及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另设中心办公室、法律史文献基地、客座教授办公室
、网站管理中心等机构。
中心科研实力雄厚，成果丰硕。
已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参编著（译）作百余部，其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
国法学》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级重点课题多项。
中心现有《国法与比较法研究》、《法律文化史研究》、《法律史研究》三种学术年刊。
中心是国内最早设立硕士点（1981年）及较早设立博士点（2001年）的学术机构。
定期举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整合、凝聚上海乃至全国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服务。
近年来已成功举办多届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年会、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年会等全国性学术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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