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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学乃我校的传统优势学科，百年来可谓大师辈出，新秀迭现，形成了良好的史学传统，每一时
代，都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问世，体现了桂子山上学脉的薪火相传。
　　校出版社有鉴于此，遂决定在“华大博雅”书系的品牌之下，专列一《史学文丛》，成龙配套地
陆续推出多部史学专著，以彰显华师源远流长的史学精神。
有感于出版社诸君的苦心孤诣，借此丛书推出之机，采撷此间堪称大师级的三位前辈学人的珠玑之言
，以管窥其所倡导的治学精神与风格，为后来者树一标尺，亦聊塞作序之责。
　　文史大师钱基博尝言：“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
。
”文如其人，学如其名，钱老学术生涯的精髓，便在于淹贯浩博、系统条贯，具有极其宽阔的学术视
野和恢宏的学术气度，“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其学术魅力在于淹博，在于会通以致形成通识”（章开
沅先生语）。
厚积方能薄发，根深才能叶茂。
钱老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人的典范，鼓励后人务必要有远大的学术眼
光和追求，由博古通今而终成一家之言。
　　文献学大师张舜徽曾谓：“余之一生，自强不息。
若驽马之耐劳，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暇逸⋯⋯惟视读书为性命，修其身寄其情于卷帙。
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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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法制方面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于1929-1931年间颁布了《民法》。
相对于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而言，从长期基础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
国民党民法被认为对近代中国更具有影响力。
那么，国民党民法在变动时代下究竟是如何实践的？
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影响呢？
《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29-1949年鄂东民事诉讼案例研究》立足于192}一1949年间鄂东地区的400余
件司法诉讼档案，研究了鄂东地区民事法律的制度概况以及社会变动下民事法律制度的调整与实践，
考察了社会变动因素对民事法律秩序的特殊影响，并研究了民事法律秩序的普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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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海晏，湖北襄阳人，1975年生。
2004年6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各一项，参与并完成国家、教育部的重点课题多项。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开放时代》、《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著有《中国近代法律社会史研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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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第四章 “情事变更”与战后鄂东民事法律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第五章 变动社会中的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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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
过去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
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可能分离的。
诉讼案件档案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据，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
那样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黄宗智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利用司法诉讼档案为主体，包含了表达与实践、结构与抉择等多方面的
资料，以此出发，进行了结合“旧”经济史和社会史以及“新”文化史的“新法制史”的研究，他认
为只有这样才能跨越存在于中美两国学术界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鸿沟”，并实现构建中国
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的总体研究的宏伟目标。
　　司法诉讼档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内在张力，那么黄宗智的研究在方法上自然不同于传统教科书
式的研究，而是更吻合于瞿同祖先生开创的法律社会史的研究路径。
黄宗智的最终目标是中国法律、文化与社会的总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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