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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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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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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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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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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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五，各级检察机关实行双领导体制。
我国《宪法》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
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13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有类似规定。
这些规定表明，我国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各级地方检察机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
的领导，同时又要接受地方的领导。
目前，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受上级检察院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业务方面，其依据主要是《宪法》、《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而检察机关接受地方领导的问题，宪法和法律除规定地方检察机关要向同级人大负责外，并没有规定
还要在哪些方面接受哪些机关的领导。
基于对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
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及党章关于“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本地区范围
内的工作”的认识，在实际运作中，地方检察机关最主要的是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检察机关党组作为各级地方党委向检察机关派出的组织机构，对
检察机关进行领导，讨论和决定检察机关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党组成员由地方党委指定，必须服从
地方党委的领导；二是地方党委设立分管副书记、政法委，负责具体领导公、检、法、司、安等政法
工作，对个案具有组织研究协调的职能；三是地方党委通过对检察机关党组成员和检察人员的任用、
考核，听取检察机关有关工作汇报，协调编制、基建、经费、装备等重大问题，对检察机关实行全方
位的领导。
此外，地方检察机关在人员、经费等方面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就是当前检察机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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