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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德国法学大师柯勒(J．Kohler，1849—1919)于20世纪初开创了法的文化研究以来，法律文化研究在
世界各国都一直深受学术界重视，并日渐扩大着其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法学界也掀起了法律文化研究的热潮，推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出现了
陈鹏生、俞荣根、武树臣、梁治平、贺卫方、高鸿钧、张中秋、刘作翔、何勤华等一批将法律文化作
为自己学术研究中重要领域的学者。
　　法律文化史研究，是继受了法律史研究和法律文化研究之成果，并结合两者的方法而出现的一种
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将历史上的法律文化即历史上出现的并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法
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事件、法典、法学家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
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进化至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之立场和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并阐述作为文化的法律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它是对法律
史和法律文化研究的一种深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出版的几部著作如梁治平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中秋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武树臣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中，就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研究
中外历史上的法律文化。
而在何勤华的《法律文化史论》(《法学》1996年第10期)一文中，则明确提出了“法律文化史”的概
念，阐述了其内涵，并力倡以此种视角和方法来克服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等单独研究的缺陷，对
法律史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的研究。
　　本着涓涓小溪能汇成大海、粒粒细沙将垒起高山的学术探索精神，我们着手编辑《法律文化史研
究》(多卷本)学术丛书，试图为中国学术界的法律文化史研究开辟一个发表成果的园地，提供一个学
术积累的载体。
本书每年出一卷，主要刊登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在法律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原创性成果。
我们希望《法律文化史研究》成为我国法律史学界学人的又一位良师益友，并为中国法律学术的发展
作出贡献。
　　本卷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经费的资助。
商务印书馆领导对本套丛书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责任编辑王兰萍副编审则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
了诸多心血。
对此，均表示我们一片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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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6月，在“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下现已初
具规模。
中心硬件设施优越，研究人员工作室、资料室、会议室一应俱全，还配有专职秘书，负责中心日常事
务。
所属法律史专业网站“法史网”也于2005年底正式开通。
　　中心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科研成果丰硕。
现有专职研究人员20余名，海内外客座教授30余名，下设12个专业研究所。
2005年，中心成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司法部、教育部等课题，新近
出版《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出土法律文献研究》、《日耳曼法研究》、《20世纪比较法
学》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法律文化史研究》、《法
律史研究》、《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等连续出版物有序推出。
　　在法律史专门人才的培养上中心发挥重要作用。
2005年，“外国法制史课程建设”获得教育部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级精品课程”
《外国法制史》、“上海市精品课程”《中国法制史》的课程建设继续完善，法律史专业博士后、博
士生及硕士生的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批法律史专业人才正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
　　中心为法律史的教学、科研搭建起广阔的交流平台，我们愿借助这一平台，与广大法律史研究者
一起努力，共同促进法律史学科的发展。
　　2006年2月23日，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与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共同承办“
西法东渐与上海近代法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来自上海市政法委、市高院、市法学会的领导及全国部分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
议。
　　复旦大学董茂云教授主持“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上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史德保、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米健教授及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
与比较法研究会总干事、华东政法学院校长何勤华教授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对学会的成
立表示由衷的祝贺，并对学会将在今后的研究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寄予热切期盼。
　　华东政法学院徐永康教授主持“西法东渐与上海近代法文化”学术研讨活动。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
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就该议题作了深入而精彩的发言，学者们对上海近代法文化的重要研究价值、
上海租界法制、近代上海法学教育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不同观点得到碰撞
与交流，学者们的认识获得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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