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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版发行《法律文化研究》（年刊）酝酿已久，我们办刊的宗旨当然与如今许多已经面世的法学
学术刊物是一致的，这就是繁荣法学的教育和研究、为现实中的法治实践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依
据。
说到“宗旨”两字，我想借用晋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其微显阐幽，裁成义
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即通过对历史上“旧例”、“行事”的考察，阐明社会发展的道理、端正人生的态度；记述历史、
研究传统的宗旨就在于彰显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大义”。
就法律文化研究而言，这个“大义”就是发掘、弘扬传统法文化的优秀精神，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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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合国关于卢旺达特别报告（the Special UN Rapporteur for Rwanda）认为种族大屠杀有三个原因：
即对政治权力变更的排斥，种族仇视的有效煽动，以及免罚文化的存在。
②这种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对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表面现象的分析，并未触及其深层原因。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深刻的现实社会根源的。
　　如前所述，卢旺达三大民族胡图、图西和特瓦人虽然其远祖有所不同，但在西方殖民主义到来之
前，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各民族渐趋融合，相互之间的区
别已越来越小。
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本无绝对的民族之分，也不存在像科索沃那样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两族
积怨甚久的情况。
殖民时代以前，胡图人和图西人操同种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互相通婚，相互杂居，没有地域之别
，居于同一个山间，分享同样的酋长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文化。
图西人可以成为世代相袭的胡图人，反之亦然。
只是到了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这些身份的划分才以危险的种族主义形式固定下来。
③　　欧洲殖民者进来之后，为了实现其有效统治，有意强化和扩大所谓的种族区别，以便于其扶植
一帮卢旺达人统治另一帮卢旺达人，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尽管如此，当比利时殖民政府在卢旺达引人身份证制度时，已很难从生理、语言或文化上区分谁是胡
图人谁是图西人了。
殖民当局只好以拥有牛的数量来作为划分的标准，即将拥有10头以上牛的卢旺达人划为图西人，10头
牛以下的卢旺达人划为胡图人。
众所周知，这种以财富拥有量的多少来划分人群实际上是一种阶级划分方法。
比利时殖民政府实际上当时也是用这种阶级的划分方法来扶持卢旺达的贵族，以达到其维护殖民统治
的目的。
比利时殖民当局为了掩盖真实目的，就以所谓的“种族”标准来分化、瓦解卢旺达人。
而且他们在做了这种划分之后，有以血缘继承的方式，规定依父系血统，对卢旺达人的后代划分出图
西和胡图两个“种族”来。
这种方法十分巧妙而隐秘。
这样，就把殖民主义者“人造”的种族主义思想悄然地印在了卢旺达人的脑海中，这是西方殖民者在
非洲的惯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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