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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中国法律史学会通讯》（下称《通讯》）是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内部资料，由中国法律

史学会主办，旨在及时反映法律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向，促进法律史学人彼此交流、

相互借鉴，推动法律史学研究迈向更高水平。

《通讯》为半年刊，上半年刊截稿时间为当年 6月 30日，下半年刊截稿时间为当年 12

月 31日。《通讯》热忱欢迎广大会员和海内外学界同仁提供自己刊发的论文、出版著作（含

简介）、主办或参加的法律史学术会议等信息。相关信息敬请以半年为单位，按照本期《通

讯》所示格式编辑后发送至《通讯》编辑部邮箱：cilhnewsletter@163.com。

《中国法律史学会通讯》编辑部

2023年 1月 20日

mailto:cilhnewslett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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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2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所载

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所取期刊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

（2021-2022）》为准，选取法学、历史学、高校社科学报、综合性社会科学等四类期刊。

收入 CSSCI目录的港澳台期刊不纳入本节。同一表格内刊物排序以拼音首字母为准。

表 1.1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法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比较法研

究

2022(06)

中国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米健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西方传统婚姻制度的当代危机：历史溯源与

法治回应

钟瑞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

研究所

当代法学 2022(04)
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

影响与未来展望

杨泽伟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东方法学

2022(05) 论中华法系的创新发展 王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2022(06) 中华法系立法文义解释方法与规则论析 魏治勋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法律科学

（西北政

法大学学

报）

2022(04)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传统法律文化观 陈玺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2022(05)
第三审为法律审？——近代中国的学说、立

法与司法实践

聂鑫 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2(06) 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条理” 段晓彦 福州大学法学院

法商研究 2022(06)
从“洋盗例”到“海盗罪”——固有法制及其近

代转型之镜鉴

谢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法学 2022(09)
释法说理：《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裁判法

理

潘萍 河海大学法学院

法学家 2022(04)

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体系的百年生成——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集成创新为重点

廖奕 武汉大学法学院

论《民法典》中合同与侵权的开放边界——

以附随义务的变迁为视角

汪倪杰 复旦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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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逻辑与苏区婚姻立法对婚约制的

规避

陈会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

2022(06)
从“阴私”到“隐私”：近现代中国的隐私观念

流变

卢震豪 清华大学法学院

法学论坛 2022(04) 《唐律疏议》的释法性解释和造法性阐释 郑显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

政学院

法学评论

2022(04) 西夏民间契约中的违约责任 邵方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

研究院

2022(06)
司法统一：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的司

法实践为例

侯欣一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法学研究

2022(04) 晚清时期国人对法院组织的认知 侯欣一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2(05)

原情与抑情：从“崔三过失杀父案”看清代中

期的礼教与司法

姚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浙路风潮中的诸权之争 张玲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

院

2022(06) 明代监察系统内部监察制度析论 陈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法制与社

会发展

2022(05) 中华法系新诠 刘晓林 吉林大学法学院

2022(06) 契约文书的归户性研究方法 冯学伟 南开大学法学院

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

2022(04)

“明德慎罚”因因相袭基因考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

史研究院

张顺 华东政法大学

论家庭教育的秩序支撑功能——从中国传

统家训出发的理论考察

张戈平 牡丹江师范学院法学院

根据地政权法律制度的知识生成史 侯欣一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2(06)

传统血缘社会组织自治的财团法人运作模

式——北宋“范氏义庄”之契约性意义初释

范忠信 华侨大学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渊源考 马海峰 深圳大学法学院

环球法律 2022(05)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 王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3

评论 修改的规范与实践

清华法学

2022(04)

反垄断监管的中国路径：历史回顾与展望 吴振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反垄断执法一司

家产官僚制与早期现代法：韦伯理论与清代

法的对话

赖骏楠 复旦大学法学院

女儿也是传后人：从单系偏重到双系平等继

嗣

赵晓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2(05)
清代司法判决确定性研究——以终局性为

核心

胡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

展学院

现代法学 2022(06)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历史流变、犯罪本

质及刑法完善

陈庆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政法论丛

2022(04)
谔谔之士的法科“棱角”——纪念伍廷芳逝世

一百周年

孙笑侠 复旦大学法学院

2022(05)
当代“两户”民事主体地位的历史解释与未来

因应

李伟

山东大学法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2022(06) 论我国现行宪法修正案中依宪治国的演进 李炳辉 武汉大学法学院

政法论坛

2022(04)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自然法传统 肖洪泳 湖南大学法学院

2022(05) 公私协力传统与中国近代福利国家的起源 聂鑫 清华大学法学院

政治与法

律

2022(07)
美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国家监管、强制

性自我监管与刑事激励

梁涛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

科学研究院

2022(08)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冲突的

法律协调

殷啸虎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在游击和正规法制之间寻找生存空间：根据

地政权法制实践的新思考

侯欣一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2(12)
法教义学视野下的本土习惯法——以顶盆

继承类案为样本

李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

学院

中国法律

评论

2022(05)

“八二宪法”的精神 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

从礼法生成看家国一体共同体的形成 张中秋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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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 2022(05)

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察狱以情及其现代价值 蒋铁初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

学院

中国传统司法如何处置“真伪不明” 胡学军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中外法学

2022(04) 法院党组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功能实现 郭松 四川大学法学院

2022(05) “团结”语词的欧陆公法叙事 从思想到制度 翟晗 武汉大学法学院

2022(06)

判例之外：民国裁判文书公开的复调叙事

聂鑫

清华大学法学院

何思萌

明代监察类基本法律《宪纲》考论 陈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表 1.2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历史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安徽史学

2022(04)

胡汉民督粤时期的中英“灰石案”交涉 陈且韬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

英国如何伪版《艾奇逊条约集》第 14卷公

开“麦克马洪线”
张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2(05)

传统中国“利手性”及其礼法境遇——兼与

西方传统比较

方潇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

院

元朝地方政府提控案牍初探 窦相国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古代文明

2022(03)

“与盗同法”与秦代官吏经济犯罪惩治 姚琴 厦门大学历史系

秦汉律中的以爵抵罪非“官当”辨——兼论

官爵法律特权的儒家化

宋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

究院

2022(04) 简牍所见秦汉法律体系研究 李婧嵘 湖南大学法学院

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

2022(04)
“制宪国民大会”华侨代表选举述评

（1936-1946）
乔素玲 暨南大学法学院

近代史研

究

2022(05)
中国传统产权实践中的“界”——区域史视

野下的山林川泽产权研究

杜正贞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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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晚清开平矿案的生成 云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

经济社会

史评论

2022(03)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与国民党的分

裂

苏舟

景德镇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

抗日战争

研究

2022(04) 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程兆奇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

研究中心

历史档案 2022(04)
光绪年间查办豁免贺祥麟任内亏短钱粮案

档案

洪德善 桂林博物馆

清史研究

2022(04)
近代香港早期的性病问题与立法

（1841-1867）
杨祥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2022(05) 清中期立嗣过继中家庭与家关系分析 王跃生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2022(06)
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

的权力新格局

彭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

史研究所

史林

2022(05) 清季笞杖改罚金的刑制改革及其困境 李欣荣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022(06) 明治宪法体制下“多头一身”的政权构造 商兆琦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史学集刊

2022(04)
美国 1973年《濒危物种法》的时代背景与

历史地位

滕海键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张雪姣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2022(05)
一战前后美国政府“保护母婴”的职权重塑

与母婴保健立法

陶芊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2022(06)

嘉靖朝《军政事例》性质新探

刘正刚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邱德鑫

中世纪晚期英国商栈构建与治理的法治进

程

于振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史学月刊 2022(07) 民初承审员选任制探析 银品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

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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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
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

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

李学智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2022(12) 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 周志永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文史 2022(03)

敦煌吐蕃兵律文书补考 沈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明代热审与大审制度再探讨 李小波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代循吏司法与地方司法实践的常态 邓建鹏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中国经济

史研究

2022(04)
秦及汉初契券中的券书凭证——以简牍材

料为中心

杨怡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022(06)
清代田房诉讼中的道德话语与自利理性

——以四川南部县“余业承买”案件为中心

刘沫寒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赖骏楠 复旦大学法学院

中国农史

2022(04)
明清以降云南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演进及

其逻辑（1368-1949）

党晓虹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

刘新民 青岛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莫力

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

史研究所

2022(06) 论清代江西宗族与争讼之风的应对 施由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史研

究动态

2022(05) 秦汉犯罪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苑苑 （暂未查明）

中华文史

论丛

2022(04) 神龙《散颁刑部格卷》“告密”格文考释 赵耀文 （暂未查明）

表 1.3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高校社科学报）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以

拼音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5)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师承

问题的一个案例研究

白彤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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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22(03)

从各界代表会议到人民代表大会——中

共地方民主建政的成功探索

赵连稳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

文明建设研究基地

马伟宣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

学院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变迁与教义阐释

——以《药品管理法》和《刑法》的最新

修改为中心

王刚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22(04)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谢翀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

院

2022(05）
范式转换视角下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

究

郝鑫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6)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进路的回溯与瞻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的

历程与经验研究》述评

陈大文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5)
民国法科教育的奇峰——国立中央大学

法学院

张仁善 南京大学法学院

湖南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22(04) 论卢梭与柏克的代表制之争 朱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22(05) 可以与能：孟、荀对道德行动的不同解释

廖晓炜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

朱燕玲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

江西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2(05)
中国共产党人民宪法观的百年演进与内

在逻辑

杨琳
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吴磊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2(06)

法规冲突与认知分歧下20世纪40年代中

西医之争——基于 1947年黄弼卿案的探

讨

宋三平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南昌大学文化资源与产

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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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丽君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南开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

版）

2022(05) 日本“经济安保法”的由来、内涵与指向

尹晓亮

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史研

究中心暨日本研究院

张嘉钰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2022(06) 郑天挺先生与法权讨论委员会 张仁善 南京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4)
立契为约与立宪契约：中国传统契约的现

代转进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学系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2(05)
德与力的结合：王充的法度概念及法理依

据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5)

论英国对德经济战中的中立贸易因素

——以《伦敦海战法规宣言》的签署和废

弃为中心

王黎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范尧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6)
1982年宪法实施 40年：实践经验与发展

逻辑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

院
马冲冲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22(06)
法律分析·政治解释·文化构建——“故

事”研究的三种路向

何玉红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5)
春秋决狱与法律解释——以董仲舒春秋

决狱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高汉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04)

明清时期黔东南林业纠纷及其调处路径

研究

唐钊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

马克思恩格斯宪法思想诠释——基于

1843至 1848年《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

的考察

刘建湘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吴晋乐

新疆大学学报 2022(04) 清末吐鲁番诉状制作者官代书初探 魏晓金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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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

学版）

会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

学报

2022(04) 美国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之演变及其启示 张妮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

2022(06) 近代国际法之罗马法基因考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

史研究院

路培欣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22(06)
契约与人情——以中国传统买卖契约中

的“摘留”纠纷为例

凌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

2022(04)
古代法典编纂的观念变迁——以载体和

形制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高仰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22(04)

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以

“陈总杀媳”为中心的考察

潘培忠 中山大学中文系

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 陈畅 同济大学哲学系

表 1.4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综合性社会科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北京社会

科学

2022(08)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

狱”为例

翟俊义 吉林大学法学院

宋四辈

郑州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律史学会

河南省法理法史研究

会

东南学术 2022(06)
从“焚书坑儒”到“劝以官禄”——秦汉儒法意识

形态控制的差异研究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

国际儒学研究院

东岳论丛 2022(11) 礼乐征伐：西周国家的双重权力建制 曹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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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
缘何“列举”？——《大清律例》编纂模式及其

启示

谢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读书

2022(07) 缺失历史感的日本宪法学史 王勇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2022(12) “法治国”理想：杨廷栋的启示 毕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甘肃社会

科学

2022(05)

香港本土爱国主义的历史、贡献与启示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诸悦 清华大学法学院

澳门通讯截取立法的历史与未来 杨文德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广东社会

科学

2022(04)

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儒法竞

合”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

马腾 暨南大学法学院

清律名例律与六律关系再探析

李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雷明波

国会研究所与 1908年国会请愿 赵建民

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

与法学学院

2022(06) 艰难的“中立”：周生有案再论 严斌林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暨中国工业

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社会

科学

2022(08)
西方犯罪史研究的视域与趋势——以英国犯罪

史为中心的学术史考察

许志强 扬州大学

2022(11)
理想与现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婚

姻自由立法

李守良 汕头大学

2022(12) 南非习惯法的变迁与女性平等土地权利的获得 刘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外社会

科学

2022(05)
美国废除死刑历程的法律社会学分析——以大

卫·加兰德的死刑社会学研究为视角

李波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2022(06) 晚近欧美老年法研究的理论嬗变及启示

张万洪

武汉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

刘远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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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河北学刊

2022(04)

宪法权威的历史塑造与现代表达 夏扬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近代中国“行政行为”概念的继受

阮致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赵晓耕

2022(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底蕴——以

传统中国的民本、公正、平等、人道理念为例

胡玉鸿

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

究院

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

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江海学刊 2022(04) 苏轼“杀之三宥之三”的标点问题 杨海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

江汉论坛

2022(09)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黄柏权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巩家楠

2022(12) 上海律师公会动员与组织抗战述论 赵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

学院

江淮论坛 2022(04) 论《管子》中道与法的连接 王威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

院哲学系

江西社会

科学

2022(09) 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 汪圣铎 河北大学

开放时代

2022(04)
与谁相干：1950年《婚姻法》宣传的策略转向

与话语建构

林子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2(06)

“团结生产”：1950年《婚姻法》实施与新家庭

建设研究

张华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

中心

构造“新”的延续性——关于“八二宪法”起草若

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

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美国印第安部落卫生法治中的主权抗争 殷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

学院

内蒙古社 2022(04)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契约 程丽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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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 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牛敬忠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

游文化学院

南京社会

科学

2022(12) 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中的 A级罪行管辖权初探 赵玉蕙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

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

人民论坛

2022(9月

下)
清代见义勇为的司法实践 赵晓华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

院

山东社会

科学

2022(07) 自然法传统中的立法理论 裴洪辉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

2022(11) 自然法、启蒙与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

焦佩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哲学教研

部
刘思敏

社会科学

2022(08)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

义表达

王银宏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

2022(09) 表达与实践：清代田赋征收制度的嬗变及困境 陈仁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

籍整理研究所

2022(11)

投鸣解纷：清代民间纠纷化解的实践及法律意

义——以徽州投状文书为中心

郑小春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陶良琴

变法思想家的“制度认知落差”：康有为与韦伯

论德国宪制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

社会科学

研究

2022(04) 美国商人与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谈判 王慧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理论研究所

2022(0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监狱犯人给养初探

（1927-1937）

刘瑞红

河南师范大学中原红

色文化研究中心

李风华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2(06) “相公”名谓的法语义学解读 刘云生 广州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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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矿务章程施行中的税制变革及其限度 王淼华

暨南大学历史系

萍乡学院安源红色文

化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

战线

2022(07) 论周公的法理学说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2(09)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邓华莹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文史哲 2022(04)

幽暗中的薪火：“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 陈闯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隋唐时期的聚众之禁——中古国家与宗教仪式

关系之一侧面

雷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

学海

2022(05) 章太炎对民初议会政治的实践与批评 吴蕊寒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

学与科学系

2022(06)
社会与法治关系的思辨：阮毅成“法律之问”析

论

张雷

商丘师范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

籍研究所

学术界 2022(12)
信与法：中华法家治理思想及对现代治理完善

的启示

何哲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公共管理

教研部

学术研究 2022(07)
北宋前期吏职的“流内官”身份与免役权——以

《天圣赋役令》宋 6条为中心的考察

张亦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院

学术月刊

2022(09)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历史回溯和进路 沈国明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

学院

2022(12)
从为民治吏到行政为民：在中国发现行政法理 吴欢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周礼》“官属法”新说 丁进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学习与探

索

2022(11) 卡门卡郑汝纯法律思想管窥 於兴中 澳门大学法学院

2022(12) “舜不告而娶”悬案辩争背后的华夏民事法观念

胡荣明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

研究所

范忠信

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

法律学院

云南社会 2022(06) 赠与规范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翟远见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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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学研究院

栾志博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法学院

清代乡村经济交易中的“中人”报酬研究——以

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梁宏志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

院

冉旭 贵州财经大学

浙江社会

科学

2022(09) 重温明清之际的地方自治学说 屠凯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国高校

社会科学

2022(06) 中国古代乐在综合治国中的作用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

科学

2022(10)

封建契约与中世纪英国王权 孟广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院

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多元一体建构 张乃和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

明研究院暨历史文化

学院

2022(12)

中国共产党创造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叙事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学

院、纪检监察学院

现代化中华法治文明及其世界意义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考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

明史研究院

周小凡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

学院

中州学刊 2022(12) 中国共产党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探索历程及启示 王运慧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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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扩展版期

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所取期刊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扩展版来源期

刊目录（2021-2022）》为准，选取法学、历史学、高校社科学报、综合性社会科学等四类

期刊。

表 2.1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法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地方立法

研究

2022(06)

八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的

开创——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

王禹 澳门大学法学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八二宪法中的恢复与

发展

刘松山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

院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

究会

法律适用 2022(08)
美国堕胎案件争议焦点和权利观念的变迁

——从罗伊案到多布斯案

付宁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

例研究院

法学杂志 2022(04) 美国长臂管辖的起源、扩张和应对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

学研究院

甘肃政法

大学学报

2022(05)
召公理讼与西周法官理想型——《诗经·行

露》新释、解读与今鉴

李平 清华大学法学院

国际法研

究

2022(04)
析 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国际法律

争端及解决路径

管建强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

学院

管悦

英国利物浦大学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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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中国的海洋法实践：历史与现状 张海文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

广东实验室（珠海）海

洋战略与法律创新团

体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

战略研究所

河北法学

2022(07)

私有财产的美国宪制叙事 高鲁嘉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文学批评与名誉权保护——以“马桥事件”

为中心

贾鹏民 河北大学文学院

2022(08)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化：缘起、滞后与进步 任重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立法的历史流变、

比较及借鉴

薛涛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科学技术处

谷硕

河北医科大学科学技

术处

2022(09)
大清帝国死刑文明考：基于律例的数据重

格

熊谋林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刑事法学研究所

刘任

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

法学系

2022(10) 华北人民政府廉政法治建设探究

陈洁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文

史教研部王欢

2022(11)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的历史流变、发展

困境与中国方案

吉益霖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2022(12) 先秦诗歌中政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詹福瑞

河北大学文学院

王馨一

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

学报

2022(04) 晚清税务司对海关管理规则化的推动 管伟康 南京大学法学院

2022(06)
家产制、户本位：古代中国民法之要义

俞荣根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

学院

周子良 山西大学法学院

中道：传统司法制度中正向原则与补救原 胡兴东 云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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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形成及实践

交大法学

2022(04)
难以触及的真相：一起清代知县隐匿灾情

弹劾案的分析

黄心瑜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耶鲁大学

2022(05) 论普通法立宪主义的贡献与不足 熊林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

学院

2022(06)

20世纪50年代“共同富裕”理念形成及其演

变——以《共同纲领》制定中社会主义目

标的讨论为中心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和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演进：

法律传统的趋同？

曾元君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法学院

南大法学

2022(04)

“公序良俗”起源考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

明史研究院

袁晨风 北京大学法学院

宋代基层司法裁判与其社会效果研究——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杨晔 海南大学法学院

2022(05)

“法治国”的贫困：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制话

语及其境遇

吴欢 南京师范大学

意大利民法典评注：历史、结构与功能

弗朗西斯

科·保罗·帕

蒂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法

律系

徐凌波

南京大学法学院

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

究所

苏州大学

学报（法

学版）

2022(04)
意大利法律方法论——19世纪以来意大利

民法学简史

格瑞高

尔·克里斯

德尔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

学意大利法研究所

刘志阳 江苏大学法学院

周平奇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知识产权 2022(08) 四十年来中国商标法研究的知识增长与知 王太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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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转型 南国际知识产权研究

院

中国应用

法学

2022(05)
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审判方式改革的历史

观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再认识

袁春湘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中国政法

大学学报

2022(05) 孝道与北魏礼法融合 周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2(06)

“宪法精神”的历史解读

张翔

北京大学法学院

梁芷澄

备案审查与法治体系的复调变迁 郑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兴起 黄明涛 武汉大学法学院

特定问题调查：规范内涵、实践效能与制

度变迁

陈伟 山东大学法学院

公有制下土地财产权的形成与发展

——“八二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的四十年

何思萌 清华大学法学院

表 2.2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历史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国际汉学 2022(03) 日本享保时期对中国明清法典的借鉴 杨怡悦 西北大学法学院

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22(07)
论正史《循吏传》所记德治、法治与讼 牛子晗

北京师范大学法治发

展研究中心

14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犯罪与犯罪治理 黄嘉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2022(10)
流品与冒捐冒考——以清代中期以后的

“行政诉讼”案例为中心

伍跃

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

学国际学部

表 2.3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高校社科学报）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以拼音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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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为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4) 历史进程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邓君韬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

齐鲁学刊 2022(06)
荀子崇“伪”论对孔子礼学意义的开显及

其伦理意蕴

郑治文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

文化研究院

烟台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2(05)
从公民推动到国家主导——行政公益诉

讼变迁反思

黄圆胜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22(06) 慎刑思想在我国死刑制度中的传承研究

王光明

烟台大学法学院

武景磊

云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2(04)
《商君书》的“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

德法共治概念

何永军 云南大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6) 德国宪法史上的论战与宪法传统的形成 程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表 2.4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综合性社会科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作者所在单位

广西社会

科学

2022(07)
中国共产党组织法规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基本

经验

陈家刚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曲政

湖北社会

科学

2022(11) 从出土司法文书看秦至汉初的社交关系

刘玉堂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刘晔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2022(12)

国际法与清末领土主权争端——以匡熙民《延

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为中心

汪颖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

宪法“爱国统一战线”条款叙论——纪念“八二

宪法”实施四十周年

江国华

武汉大学法学院

乌日尼勒

湖南社会 2022(04) 我国古代“阳儒阴法”政治策略的伦理辨析 靳凤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20

科学 行政学院）哲学部

中国伦理学会

2022(05)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百年历史演进：回

溯、审思与启示

谢时研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

院

郭洪涛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省实验动物管理办

公室

2022(06) 礼法之士对晋律内容和体例的影响

于语和

南开大学法学院

穆亨

天府新论 2022(04)
从封建王权到宪政王权：论孟广林教授的英国

政治史书写

王栋 深圳大学法学院

学术探索

2022(07)
越南《洪德法典》及其刑事制度评析 米良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

学院

秦与商鞅——成就商鞅变法之双重视角研究 王博 商洛学院历史系

2022(08)
中国共产党百年从严治党的探索历程、基本经

验与历史意义

何源源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孙秀玲

2022(09) 周秦之际诸子政治理想的法家转向 华云刚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

院

2022(11) 论中国近现代民主观念与制度的交互性影响 王威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

研究院

2022(12) “春秋决狱”形成的法律文化模式及其功能 陈思思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

学院

中国图书

评论

2022(07)
论儒墨关系的“互斥”与“相用”——兼与陈来先

生商榷

田宝祥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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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所载

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未公布 2021-2022年 CSSCI收录集刊目录。

为确定检索刊物，本表编制时，参考中国集刊网（http://www.jikan.com.cn）及微信公众号“知

道点传统文化”（微信号：zddctwh）2021年 7月 27日发布的《叒增 8种 | CSSCI（2021-2022）

收录集刊目录（已更至 153种）》所列出的集刊名录。集刊信息较为分散，收集难度较大，

如有缺漏，尚祈学界同仁补正。

表 3 2022年下半年 CSSCI来源集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名刊次

出版社及出版

时间

论文题目 作者

欧洲历史上的永久和平

愿想（“经典与解释”辑

刊第 61期）

华夏出版社，

2022.10
荀子论礼通释 罗根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2年第 1期·总第

29期）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2.10
马克思与卢梭：一个财产分配正义的视角

向汉庆

李正军

诸子学刊（第二十五辑）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22.11

《管子》的国家理论——基于政治哲学的一种解

读

耿振东

韩非学派由“法”到“术”的思想进程 张涅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族裔文学专题）

复旦大学出版

社，2022.11
苔丝悲剧命运中的法律与伦理元素 李长亭

圣经文学研究（第二十

五辑·2022年秋）

宗教文化出版

社，2022.12

德尔图良论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以种子比喻为中

心的查考

齐飞智

使徒保罗婚姻观研究 徐俊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36） 上海外语教育 身份、空间和正义：《同命人审案》的女性共同 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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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22.9 体建构

现代传记研究（2022年

春季号·第 18辑）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2022.8

被遗忘的法政先行者——汤铁樵的精英意识与布

衣情怀

陈仁鹏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二十三辑·隋唐中国与

域外文献专号）

中华书局，

2022.7

日唐的改元与大赦——读《年号与东亚：改元的

思想与文化》所感

金子修一

（撰）

王博（译）

近代史学刊（第 27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2.9

国际法视域下1908年二辰丸走私军火问题再研究 邸宏霆

民国城市保甲研究述评 杨巍巍

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科学出版社，

2022.10
成本管控与宋代行政官员的贪腐问题

王晓龙

黄昌付

唐史论丛（第 35辑）

三秦出版社，

2022.10
盗杀武元衡——元和政局与牛李两党的分化形成 王炳文

中国经济史评论（2022

年第 3辑·总第 17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2.11

手工技艺传承困境的历史成因——基于知识产权

保护视角的分析

潘春苗

赵学军

中东研究（2022年第 1

期·总第 84期）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2.11

约旦婚姻法的百年发展与现代婚姻制度的确立

何志龙

马小虎

以纳税换自治：迪米人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法

律地位与现实境遇

李大伟

《北大法律评论》（第

22卷·第 1辑）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2.10

政治理念与制度呈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县组

织法》的制定及修正

项浩男

严复《孟德斯鸠法意》中“政治自由”相关翻译述

评——管窥法权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在近代中国的

正名

李莎

修正辉格解释：英国宪法史视域下《大宪章》研

究的新趋势

王栋

东南法学（第五辑）

东南大学出版

社，2022.8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诠释 乔飞

宪法第十条第一款本义探寻——一种具有历史维

度的宪法教义学尝试

熊建明

法律方法（第 39卷） 研究出版社， 司法判断力的文化渊源探析 季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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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 非规则型法视角：清代法的法律方法诠释 董安静

清末修律中罚金刑与赎刑的调适与反思 刘维

民间法（第 29卷）

研究出版社，

2022.7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鬼神报应——以古典文学为

材料

易军

习惯法是如何编入民法典的——以《法国民法典》

的编纂为例

胡桥

皇帝偏好如何影响司法判决——以清代“节烈旌

表”类案件为例

武剑飞

论中国民法典的社会文化基础与民间法源意涵 杜鑫

清商城县《谢氏族谱》土地买卖契约文书探究 李俊杰

建国初期乡村纠纷处理秩序的重构——以苏北

“群众办案”运动为例

唐华彭

吴伟强

纳西古训的生态习惯法文化解析——以“人与自

然是兄弟”为中心的展开

乔茹

刑法论丛（2021年第 2

卷·总第 66卷）

法律出版社，

2022.8
霍布斯《利维坦》中的近现代自然权利与惩罚

[加]Arthur

Shuste（著）

邱帅萍（译）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

19卷·第 1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2.7

禁令·特例·惯例：宋代越诉之法新解

陈玺

尚剑

通过改革推进转型的尝试——南京国民政府后期

（1943-1949）的司法改革争论史

姚尚贤

自发秩序中立法的使命与边界——从秩序演化理

论的思想史切入

刘禹甸

法律人的《大宪章》史——读《重新发明〈大宪

章〉》

王栋

原道（第 43辑）

湖南大学出版

社，2022.10

孟子关于政治权力更迭正当性的理论建构 侯雨萌

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李有梁

传统刑律中“错误”规范的伦理与法理 蒋业群

罗汝芳的乡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唐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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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书写与儒学意蕴 伊涛

衡平央地：民初行政诉讼的宪制功能 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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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年下半年内地编辑出版的其他汉语法律史刊物概览

表 4 2022年下半年内地编辑出版的其他汉语法律史刊物概览

刊（书）名 出版信息 论文题目

著/译/整

理者

中西法律

传统

（2022年

第 2期）

2022.7

传统中国政府治理法制及其清末调适 吴欢

“道生法”与“圣生道”的统合——黄老脉络下的《鹖冠子》道法思想研

究

王进文

役征与雇佣：元代和雇法律制度研究 唐国昌

《大明律》体例转型的原因考辨 姚浩亮

清代法典中的“以凡人论”研究 陶鹏飞

礼物祛魅：清朝官员贪贿案件的历史考察 蒋习轶

满族契约与旗人法律生活——以旗人房产买卖契约为视角 王尚飞

清代绿营兵丁的通盗为盗行为及管治 王文箫

中国古代墓地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以唐、宋、明、清代为例 陈佳鸿

晚清盗匪“就地正法”审转程序转变研究 韩玉莹

从刘逯情杀案看民国职业法律人与司法传统的断裂 胡弼渊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涉中国法形象研究 覃春华

结构与生命——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观察 刘靖秋

但丁中的罗马法（上）

［意］菲

利普·坎

切利

（著）

游雨泽

（译）

中华法系

（第十四

卷）

法律出版

社，2022.8

法律史学的分类认识 刘广安

“或覆问毋有”含义再思考——兼论秦汉诉讼程序中的“覆” 闫振宇

再论秦汉时期的再嫁女——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为中心 陈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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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路级机构互察制度初探

赵一鸣

崔新赫

金代行政诉讼分析——以《灵岩寺田园记碑》为中心 马小娟

日本德川时代纪伊藩对中国明代法律的研究与继受 杨怡悦

清代民族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以设置承德政治副中心为视角 刘玥昕

服务还是管控：清末警察形象及其窘境根由 宋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的历史传统

肖国忠

闫强乐

士绅、自治与乡村治理——以萧公权《中国乡村》为中心展开的讨

论

黄鹏航

近代中国内国公债研究 孙政

从“英美关系契约理论”到“中国古代契约实践” 王翼泽

词与物的错位——权利话语的前世与今生 董敏

神明与上帝：西方前现代就职宣誓制度的自然法视域 佘文博

商鞅法治思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郭竞坤

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法律移植——高丽“变异”唐式的路径分析 张春海

清末留日学生与法律变革 李青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慎到法思想中的道德因素探析 商晓辉

徐道邻法律思想研究 黄飞翔

论清律“盗贼窝主”的主观情状——从词汇解释与法律适用所进行的

考察

程实

赓续与新变：法史研究的多维探微与发展——“中国法律的传统与创

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顾元

杨潇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出版物《中

华法系》约稿启事（修订版）

/

法律文化

研究

（第十五

辑）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2022.9

主编导读：中国传统死刑研究评析

姜晓敏

张文韬

删除律例内重法折 沈家本

死刑存废论 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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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考 高绍先

“坑”考
郭建

姚少杰

中国古代死刑行刑时间制度研究 胡兴东

古典中国的死刑：一个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考察 徐忠明

中国古代废除死刑论的得与失

巩涛

（著）

李滨

（译）

秦汉弃市非斩刑辨 张建国

从终极的肉刑到生命刑——汉至唐死刑考

冨谷至

（著）

周东平

（译）

唐代死刑发展的几个转折 陈俊强

唐律中的“杀”与“死” 刘晓林

唐代死刑复核制度探究 王宏治

唐代赐死制度之演进与适用 陈玺

人命与人权：宋代死刑控制的数据、程序及启示 张守东

晚清“就地正法”考论 李贵连

论现行死缓制度与清代死刑监候之不同 孙家红

晚清的死刑废除问题及其历史借鉴 姜晓敏

中西法律

传统

（2022年

第 3期）

2022.9

韩非子的法理思想：“法治”优于“人治” 陈清秀

不殊贵贱，一决于法——《奏谳书》“黥城旦讲乞鞫”案所见秦汉乞鞫

覆审的运作程序与关联问题研究

王进文

《唐律疏议》的来源和性质问题研究——基于《通典·刑法》摘录唐

律律文与《唐律疏议》的比较

陶鹏飞

风刀霜剑：清代中后期女性自杀研究——以司法档案为中心 杨康

判例与法理：民初大理院土地先买权的近代转型 代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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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驾所有权之上的“特别权利”：民国铺底权考释

康黎

李佳轩

论从等差有别到平权法的社会秩序——以买卖人口犯罪为例 张亚飞

正义价值的古今连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意义与研究进路 丁广宇

租赁合同起源史考——以古埃及法、古巴比伦法和古希腊法为考察

对象

童航

迦太基政治研究 王京阳

但丁中的罗马法（下）

［意］菲

利普·坎

切利

（著）

游雨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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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年下半年港台、外国部分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表格选取刊物以法学类或历史学类为主，如系外文期刊，具体目录编排等

遵从原语种习惯。凡系法律史专门刊物者，将目录全部附上；非专门刊物而有刊载法律史论

文者，则仅将有关法律史之论文题名及作者信息摘出。为便于读者检索，本部分所收论著题

名一仍其旧，不做技术处理。有关表述不代表《通讯》编辑部的政治立场。由于编者身处内

地，信息渠道有限，如有重要刊物或论文遗漏，望广大同仁不吝赐教补充。

表 5.1 2022年下半年港台地区 CSSCI来源法学类、历史学类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月旦法学

杂志

第 327期

（2022.8）
日本民法概要——以历史发展为中心 小林贵典 台北大学法律学系

第 331期

（2022.12）

堕胎是人权还是杀人？谁说了算？——美

国最高法院堕胎系列判例之演进与评析

廖元豪 政治大学法学院

政大法学

评论

第 170期

（2022.9）

多元复合的假释制度——美国假释制度的

考察与反思

谢如媛

政治大学法学院

林俊儒

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

刊

第九十三本

第四分

（2022.12）

新见简牍与秦至西汉早期的傅籍制度 陈伟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

中心

表 5.2 2022年下半年港台地区其他部分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1

刊物名称 期次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明代研究

第三十九期

（2022.12）

明太祖《瘅恶录》的史料价值及书中呈现

的明代法制弊病

谭家齐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政治大学 第五十八期 从异端到性犯罪：男男性行为在中世纪欧 李硕 高雄市立空中大学通

1 本部分综合参照台湾地区 2020年、2021年、2022年“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

选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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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报 （2022.11） 洲入罪化历程，1050-1350 识教育中心

台湾史研

究

第二十九卷

第四期

（2022.12）

清治台湾与律例正统的距离：以死后立嗣

及其在地多样性为例

朱耿佑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陈韵如

二十一世

纪

2022年 8月

号（总第一九

二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政治解决与法律解决的

博弈

林晓光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

略研究中心

2022年 12月

号（总第一九

四期）

“非法之法”——评王海光《制造反革命：

柳幸福案与文革时期的基层法制生态》

高志明 （暂未查明）

军法专刊

第六十八卷

第五期

（2022.10）

性别暴力再犯风险评估及管理之演变与

展望

黄翠纹 开南大学法律学系

高大法学

论丛

第十八卷第

一期

（2022.9）

判例研究、法学方法与民法发展——50年

的回顾与展望

王泽鉴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人文及社

会科学集

刊

第三十四卷

第三期

（2022.9）

丹尼尔·笛福对君权神授理论的批判：18

世纪早期英格兰思想界对洛克《政府论》

接受与诠释的一个侧面

陈建元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

系

欧美研究

第五十二卷

第四期

（2022.12）

论美国诉讼外医疗纷争处理之历史发展

经验：兼评我国现状之反省与展望

梁志鸣

台北医学大学医疗暨

生物科技法研究所

表 5.3 2022年下半年出版的部分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刊次 完整目录或所载法律史论文信息

史学雑誌

131編第 9号
書評

上田 信：岸本美緒著『礼教・契約・生存』『史学史管見』

131編第 10号
書評

塩出 浩之：加藤絢子著『帝国法制秩序と樺太先住民――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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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における「日本国民」の定義――』

中村 元哉：金子肇著『近代中国の国会と憲政――議会専制の

系譜――』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ume 40, Issue 3

(2022.8)

ORIGINALARTICLE

Noga Morag-Levine, The Case of Proclamations (1610), Aldred's

Case (1610),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c Utere/Salus Populi

Antithesis

Brooks Tucker Swett,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deralism: Foreign

Submarine Telegraph Cables and American Law, 1868–78

Ivan Lee, From Reciprocity to Territoriality: Extradition, the Opium

War, and the Idea of British Sovereignty in Hong Kong, 1842–44

Reuben Zahler, Reforming Women, Protecting Men: The Prosecution

of Infanticide in Venezuela's Early Republic, 1820–60

FORUM: THE EVERYDAYMATERIALS OF COLONIAL

LEGAL SPACES

FahadAhmad Bishara, The Stuff of Legal History

Bianca Premo, Half Real: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Mexico's

Juzgado General de Naturales

Yanna Yannakakis, Taking the Courts to the Fields: Law, Violence,

and Agrarian Custom in Colonial Oaxaca, Mexico

Sanne Ravensbergen, “Do Not Harm the Decorum”: Mixed Courts

and Cloth in Colonial Indonesia

Laurie Wood, Prisons of Rubble and Paper in Colonial

Saint-Domingue and Beyond

Kalyani Ramnath,Making Maritime Boundaries in the Bay of

Bengal

FORUM: HOLLYBREWER’S “CREATINGACOMMON

LAWOF SLAVERYFOR ENGLANDAND ITS EMPIRE”

Gautham Rao: Forum: Holly Brewer's “Creating a Common La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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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ry for England and its New World Empire”—Introduction

Dana Y. Rabin, Slavery, Law, and Race in England and its New

World Empire

Asheesh Kapur Siddique, Beyond Somerset?: Slavery and the

Temporality of Law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ume 43, Issue 3

(2022.11)

OBITUARY

Professor Patrick Polden

ARTICLES

Ian Williams, Learning the ‘New Law of the Star Chamber’: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Literature in Early-Stuart England

Francis Calvert Boorman, Theatrical Arbitration in Georgian

England

Troy L. Harris, ‘Weak’ Legal Plural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Ecclesiastical Courts

Daniel McKay, Evolv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ffice of Australian

Governor-General as a Constitutional Link to the British Empire,

1890–1931

Paul F. Scott, The First Interception Provision: Section 4 of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1920

BOOK REVIEW

Christopher Butcher,Making Commercial Law Through Practice

1830-1970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ume 62, Issue 3

(2022.11)

ARTICLES

William B Meyer, Class, Conservation, and the Police Power in the

American Gilded Age: The Origins of Lawton v. Steele

Brandon Kinney, A Well-Outfitted Militia: German–American

Translations of the Second Amendment and Original Public

Meaning

Christopher Tomlins, The State before the State: A Critique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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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by William

J Novak

BOOK REVIEWS

William Eves, Russell Sandberg, Subversive Legal History: 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of Legal Education

Jaka Kukavica, William Phelan, Great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Rethinking the Landmark Decisions of the

Foundation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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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2年下半年出版法律史书籍提要

编者按：本节内容综合了多个来源的信息，书籍排列以出版月份先后为序，同月出版书

籍按作者姓名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董笑寒：《清代男风问题研究（1800-1898）》，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7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 19 世纪清代男风的实践者及其同

性情欲与同性关系。其中，同性情欲是男风得以存在和延

续的内在原因，而同性关系则是男风表现出来的外在形

式，并以双方的性关系为纽带，涉及双方的经济关系、社

交关系与情感关系等。本书以理论上完整的一次男风实践

过程为框架，将千余件刑科题本中的案例置于该过程中的

不同阶段分别集中考察，先后论述同性情欲的产生、拒止

与转化，以及同性关系的形成原因、表现与结束，初步探讨了男风在清代社会中的存在原因

与传播方式等问题。

高一飞等：《中国司法改革历程》，湖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2022.7

本书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南，以广义的司法改

革为研究对象，研究司法改革历程，以期为未来的司

法改革提供历史资料和理论参考。全书共约 60万字，

分为 5 章，第一章宏观介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变迁及

特点，第二至五章分别就法、检、公、司四大系统的

司法改革进行了细致详尽的梳理回顾，以及对未来改

革的展望。

郭明：《中国监狱学史纲（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22.7

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和汉语学术，中国监狱学诞生于西法东渐的清末。自清末以来，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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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国家类型和学术形态的重

大变迁，中国监狱学经历了与其他中国社会科学

既同又异的曲折历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学

术性格的复杂和部门地位的偏僻，该学科百年来

积淀而成的学术状况，迄今仍少为人知。《中国

监狱学史纲》广泛搜集中国监狱学术发展的各种

相关学术文献史料，对中国监狱学术发展的基本

脉络，尤其是其理论与知识的演变轨迹，给予结

构化、体系化的梳理、描述和分析，其中以对各

个时期的代表作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与比较研究为依据，着重介绍了沈家本、王元增、孙雄

等清末民国时期监狱学者的监狱学成就，由此形成了关于清末以来中国监狱学史的一个系统

论述成果。

何勤华：《西方法学史纲（第四版）》，商

务印书馆，2022.7

中国近现代法学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

西方法学是何时产生？产生后又是如何发展，其

学术风貌又是如何？本书依次对古代希腊的法学

思想、罗马法学的形成与发展、中世纪欧洲法学

的风貌，以及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

主要西方国家法学的形成与发展做了详实的介绍

和评述。最后，本书以基础法学如法理学、法史

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为线索，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至今西方法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本书试图阐明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随着人

类社会的成长而日益进步，随着人类文明的提升而逐渐繁荣。追求人类的幸福，探寻社会的

公平正义，就是法和法学前进的基本动力。

[日]蒲地典子：《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闾小波译，凤凰出版社，2022.7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讲述了黄遵宪的成长历程以及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经

历。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朝鲜策略》等著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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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黄遵宪对日本与美国政治、经济的全方

面敏锐观察及对国际政治与东亚局势的深度思

考。作者还广泛利用日本与美国方面的材料与

黄氏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现了黄遵宪文化观念

的转变。黄遵宪引领的思想潮流以及他在外交

上谋求国家尊严的坚决行动，直接启蒙了梁启

超等维新变法志士，对近代中国的转型作出了

举足轻重的贡献。

伍光红：《越南法律史》，商务印书馆，2022.7

本书对越南从古到今的法律制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

述，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越南各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分

析了越南传说中的文朗国与瓯雒国时期的社会与法律形

态，梳理了越南地区在相当于中国南越国、两汉、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北属时期”所实施的法律制度，

阐述了越南立国后的封建时期国家机构设置、官制和法律

制度的发展，并介绍了其法属殖民地时期以及二战后的法

律发展概况。下篇“越南现代各部门法的发展”分别从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劳

动法、司法与诉讼制度等不同方面对 1945年后越南法律制度发展情况进行了论述。

杨鸿雁：《法制变迁的痕迹：以清末民初法律

文书为考察对象》，法律出版社，2022.7

在法律领域，用文字形式记录制度变迁有两个

主要渠道，一是各种成文法法律文本，再一个就是

司法实践中留下的法律文书。前者是目前清末民初

法制变迁研究的热点，对于后者却少有人问津。因

此，人们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认识更多

来自对纸面法律的研究，而缺少对司法实践中“活的

法律”的认识。法律文书主要由案件事实、裁判理由、

裁判依据及裁判结果构成，是“活的法律”之代表。法律文书的变化既是法制变迁的一个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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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同时作为一种载体，又是法制变迁留下的痕迹。

赵晓耕主编、谢红星著：《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史稿——从理念到实践（刑事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7

本书以时间为经，以刑事法治思想的诞生、

发展、完善为纬，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刑

事方面法治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并对党在成

立初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等不同历史阶

段关于刑事方面的法治思想的来源、探索、实践

和完善进行了重点梳理。本书重点阐述了改革开

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方面

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根本保证。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高咏译，法律出版社，2022.8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以其哲学著作而闻名。《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创作的一部

重要作品，也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学著作。它对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一些根本

问题有深刻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了法律产生的条件、必要性、

怎样制定法律和如何执行法规等。内容还涉及城邦的

建立、阶层的划分、制度的设立、罪犯的惩罚以及婚

姻、继承、道德、教育、文艺、宗教、地位等各种问

题，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政治、法律、哲学等早期的发

展与形成。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了法的正义论

和法治理论。前者启迪了罗马法理学的诞生，并为后

世法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后者则 （经由他的学

生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两千多年的法治传统。

李启成校注：《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修订版），商

务印书馆，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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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随后就推行了包括设立资政院在内的一系列筹备措施。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代议机构，资政院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资

政院第一次常年会（1911年 9月 24日至 1912年 1月

11日）四十二次全体大会的会议原始速记录，没有任

何删节，是研究晚清资政院重要的原始资料。资政院

是晚清政治社会的主角，是立宪派参与君宪的最高峰，

朝廷集中力量予以对待，各大报刊连篇累牍报导其会

议记录、议员动态以及议案评论，从而获得全国注目。

资政院的设立与议事是中国近代政治法律转型的重要

标志，也是议会政治在中国的一次大胆尝试。

刘志松、段知壮：《秦汉魏晋犯罪学学说丛论》：法律出版社，2022.8

秦汉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大

时代，基本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发展的大格局。

犯罪学思想学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对于罪现

象的自觉思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各思想流派中多有

体现。无论是法家的“一断于法”、黄老的“以道统法”、

儒家的“原心定罪”，还是《白虎通》《太平经》等重

要历史典籍，以及陆贾、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

王符、荀悦等思想家关于“罪”的争鸣与传承，其中无

不散落着诸多关涉犯罪问题的思想溯源与理论探析，无疑也构成了秦汉魏晋之际犯罪学思想

学说的知识盛宴。

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8

本书是一部法律文化随笔集，共收录六十九篇短文，均为作

者从 2017年至 2020年发表于《北京青年报》的专栏文章。全书

分为十个主题，每个主题分别下辖若干篇文章。主题一是关于司

法与法官，主题二是关于律师，主题三是关于法学家，主题四是

关于法学教育，主题五是关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题六是关于

公民社会责任，主题七是关于侵权与公民自我保护，主题八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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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平交易，主题九是关于女性与法律，主题十是关于社会习俗与法律。

茆巍：《洗冤：清代命案检验取证研究》，商务印书馆，

2022.8

本书结合多种史料，具体对清代法医检验技术与制度进行了

研究，从清代法医理论、命案检验人员构成、命案取证程序、相

关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展开，分三篇展开论述：上篇“洗冤之术”，

探讨自宋至清洗冤技术与相关用书的发展，结合现代法医学、中

医学、医疗史知识，探讨其进步的根源与动力，并由此结合《洗冤集录》的产生探寻传统检

验知识的本质。中篇“官仵与文书”，聚焦于清代检验活动的具体负责者——地方官员及仵作，

并对检验中重要的代验现象及其沿革作出解读。下篇“检验与处分”，探讨的是检验的具体运

作，依初验、复检、终结、处分的脉络作了展开。

桑本谦：《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8

本书讲述了从返还法则到复杂法律制度的演化史，以此

呈现法律的深层逻辑，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联结思维取代

割据思维，把不同门类的法律知识点重新组合，进而实现法

学内部及法学和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

魏磊杰：《法律东方主义在中国：批判与反思》，

商务印书馆，2022.8

本书意在揭示作为普遍价值的法治话语背后的权力

逻辑，但理论导向并非要反对全球化，反对现代性，反对

法治，而只是反对西方单一性的全球化、现代性与法治，

要对它们进行历史化、在地化以及问题化。对于当下中国，

建构一套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关键

首先在于，应当充分意识到西方本质化理解的“法治”作为

全球治理元话语是存在局限的，继而接续后现代主义对单一性元叙事的反抗传统，放弃以法

律普遍主义作为基础的对话，放弃那些阻碍协商的陈旧定见，以使跨法律传统的沟通与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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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效。

魏淑民：《清代省级司法与国家治理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8

国家治理是世界范围内古老而现代的经典命题。本书

从中外国家治理中司法、行政、政治的内在逻辑出发，以

元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

“省”为主体，以各省督抚大员为核心，聚焦展开清代省级

司法与地方行政、君臣关系互动研究，通过大而化之的地

方行政和君臣关系视角，生动呈现清代国家治理实践中省

级司法的丰富图景。清代省级督抚大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基于地方行政大局，因时因地制

宜，酌量调整中央定例，并对具体而微的司法事宜做大而化之的处理，呈现出央地关系的动

态平衡过程、督抚大员与按察使的差异化行为特征；更有一些讲求经世致用之道的督抚，面

对层出不穷的刑名问题努力探求正本清源之道，然而由于制度、时代局限难免心余力绌。从

地方行政上行到君臣关系视角，更可发现清代皇帝与地方督抚之间君臣关系的复杂维度，而

非“乾纲独断”的一般认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实践中，包括“省”级在内的地

方政府重在正视长期以来历史上行政统揽司法的深刻传统，推动实现从传统社会“全能衙署”

到新时代“法治政府”的实质性转变，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谢晶主编：《中国法律史研讨课》，法律出版社，

2022.8

本书由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等知名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合作撰写，为本科生、研

究生学习中国法律史相关课程的参考用书，内容兼及制

度史、思想史，涵盖先秦以迄民国历代之法律史料。本

书编选的法律史料以经典性和广泛性为原则，一方面选

取法律史研究与学习中经典、常见、有代表性的史料，

另一方面尽量保证史料种类的多样与涉及内容的广泛。为配合“中国法律史研讨课”教师的授

课与学生的课外自学，本书在以时代为序的基础上分为十二个专题，分别附“导言”“辅读文

献”“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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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声敏：《明代司法监察制度及其运作》，

凤凰出版社，2022.8

明代的司法监察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

一步发展、创新，成为中国古代司法监察制度成

熟、严密的典型。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从

制度和实践二维角度对明代司法监察进行深入、

系统研究，重点梳理明代司法监察制度建构的形

式、原则和司法监察机构的职能，分析司法监察

纠错机制的运行，揭示导致明代司法监察制度运

行失调的诸多因素，还利用明代通俗小说窥视司法监察运作实况，对通俗小说描述的司法监

察故事进行文化阐释，力争还原和再现明代司法监察制度演进发展的历程和实际运行情况。

顾祝轩：《法概念史：古代末期、中世纪》，

法律出版社，2022.9

如果抛开诸如私法、诉讼、裁判、刑罚、陪审等

概念，今天的法律人将难以展开规范性讨论。古代、

中世纪以及近代的法律话语是否同样使用这样的概

念？即使这些概念在字面上没有变化，其含义也保持

了前后的融贯一致吗？进而追问，前近代的法律系统

如何实现了一场现代性的结构转型？本书尝试从法

的“基本概念”入手，借助史学工具特别是社会史模

式，对法律概念的历史语义进行分析，藉此发现概念背后社会结构的变化，亦可在概念演变

的层面上考察其同现代法之可能的联系。换言之，概念史探寻长时段的条件和状况，从社会

结构与法律概念的相互关联中去厘清法的演变过程。本书区别于曼海姆、福柯等人提出的作

为考古学的“知识谱系”，属于历史的法社会学研究，着重考察并剖析思想、概念与社会条件

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法制史转向法概念史。

[英]哈利·波特：《牢影：英国监狱史》，胡育、武卓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9

本书探索了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今英伦诸岛的监狱制度发展史。作者根据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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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件、学术论文、个人陈述、官方报告以及监

狱建筑和设计方面的研究文献，细致生动地讲述了

英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监狱以及跟监狱有关的人的

故事。书中陆续登场的人物包括约翰·班扬、丹尼

尔·笛福、杰里米·边沁、查尔斯·狄更斯、奥斯卡·王

尔德、温斯顿·丘吉尔等，他们的观点、立场以及个

人命运与英国监狱制度的历史发展多有交织，也为

英伦监狱往事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何勤华等：《中华法系之精神》，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2.9

本书立足于传承中华法系精神，将中华法系中的

优秀立法精神和理念向读者传递，以期为我国的法治

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提供文化滋养。这

些优秀的法治精神包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隆礼重

法的治国策略、底蕴浓厚的法律文化、注重亲情的法

律伦理、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以和为贵的法律价值、

引领时代的法医检验、鸿篇巨制的判例研究、历久弥

新的调解制度等。

沈小兰、蔡小雪：《沈家本新传》，商务印书馆，

2022.9

本书是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传记，通过描述他的

一生，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位法政宿将的日常生活和

精神世界，也客观地揭示了清末的社会和政治情况。

全书史料丰富，细节动人，可读性强。沈家本作为中

国封建法制的掘墓人和中国近代法制的缔造者，在其

所处历史场景中有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和法律的

方方面面问题，面对真实困境和尖锐矛盾，他都能担

当大任，敢于化解风险，革故鼎新，矗立时代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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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沛主编：《甲骨、金文、简牍法制史料提

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9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金、简牍

法制史料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系列成果之一，

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已公布的甲骨、金文、简牍

法制史料，提纲挈领地解说其法学价值，探讨这

些珍贵史料的研究前景。全书共由四章正文与四

篇附录组成，并配有二百余幅精美彩图。第一章

“导论”对本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全景式概述，同

时对其中四个重要研究方向深入讨论。第二章“甲骨法制史料提要”对甲骨基本著录、大学和

研究机构藏甲骨、博物馆藏甲骨、民间藏甲骨中的法制史料加以分析。第三章 “金文法制史

料提要”逐篇探讨了已公布的两周秦汉 86篇金文法制史料。第四章“简牍法制史料提要” 分

别对战国秦汉魏晋 77批简牍法制史料细致阐释。附录所收的 4篇论文，是本书作者从事甲

骨卜辞、包山楚简、张家山汉简中法制史料整理研究时的心得，供读者参考。

吴铮强：《罗建功打官司（1914-1940)：乡绅

权势、宗祧继承和妇女运动》，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9

1913年，罗建功从伯父手中继承大笔遗产，由

此走上无休止的诉讼之路。然而罗建功将遭遇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为谋求诉讼优势万般算计，

竟不知如何适从……国民政府一旦从法律上确立女

性继承权，罗氏家族 1923年制订的宗祧继承合同便

陷于风雨飘摇之中。作者试图将大历史还原为个人

行动与日常事件编织的奇幻网络。

熊元彬：《“违法”与合理：清末暂行内阁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9

清末立宪改革是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迈出的重要一步，而在这其中，暂行内

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本书运用大量材料，对清末暂行内阁的历史背景、筹备、建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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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过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对内阁部门设置、人

员构成、朝野围绕内阁设置所发生的各种博弈、不同人

物在其中起的作用也进行了详细梳理，对暂行内阁的作

为、效果和社会影响进行客观评述。本书将暂行内阁放

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比较其与英国和日本政治转型

时期的立宪改革中内阁的异同。

杨锦芳等：《中国监狱官的渊源和发

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9

本书以时间为脉络，对不同历史时期

的我国监狱官制度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

同时期我国监狱官的范畴、职责、地位和

相关狱政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

同历史阶段的法制思想和刑罚理念。本书

除梳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监狱官制度之

外，更注重解决当下实际问题，结合监狱

行刑实践，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背景

下我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展现了新时代监狱人民警察从“看守者”

转型为服刑人员的“矫治者”和社会治安的“保护者”的历程，揭示了监狱人民警察职能转型的

意义，并提出了我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张江涛：《英格兰十九世纪民事诉讼启动程序

及变革史考》，法律出版社，2022.9

英格兰民事诉讼启动程序曾经长期拥有颇为繁

杂的诉讼启动方式和极其严厉的强制出庭制度，这些

维系了 700年之久的制度在 19 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革，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本书是一部用历史方法

描写英格兰民事诉讼启动程序、借诉讼启动程序描述

民事诉讼程序史的著作，有两项主题：一是梳理司法

改革前的诉讼启动程序，厘清其脉络和机制；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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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启动程序的现代化变革予以分析并论证变革的制度支持。

贺文洁：《明代货币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22.10

本书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在货币法制所涉及的基本理

论之下，围绕明代法定货币形式的变化与货币法制变革

的双重线索，从货币法制的基础——货币法律规范入手，

围绕法定货币形式分别展开，讨论明代各时期不同法定

货币形式发行和流通的法律问题，以及明代中后期货币

法制因为白银成为法定货币而发生的货币法制变革。

刘顺峰：《法律史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建构》，法律出版社，

2022.10

有研究者认为，当前国内三种主流法律史研究范式——历史

学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法理学研究范式，虽对推进我国

法律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无法协调“历

史”“事实”“社会”“人”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冲突”。法律史的人类学

研究范式，不仅能有效解决三种主流研究范式中存在的“冲突”，

还能让法律史的知识生产过程更加理性化，让法律史的知识更具科学性。本书以格拉克曼部

落社会司法过程学术思想为考察对象，在全面揭示其有关部落社会司法过程“法律史”的“人

类学叙事”基础上，尝试回答“法律史人类学研究范式是什么”“为什么要建构法律史人类学研

究范式”“如何建构法律史人类学研究范式”等问题。

马慧玥：《近代华侨参政及相关法律研究》，上海三

联书店，2022.10

本书以华侨个人和群体在中国近代重要政治事件中的

立场与作用为线索，通过对与华侨参政相关政策、法律及

实践情况的分析，阐述华侨参政与华侨民族主义的互动关

系，对华侨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进

行论证分析。本书分为四章，首先以时间为序，对于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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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及民国各个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进行分析，对于华侨参政在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重

要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其次，对与华侨参政相关立法，及围绕着

华侨参政立法的政治博弈、立法实践等各方面情况做出说明记录，并对华侨参政相关法律对

于调动华侨民族主义热情及华侨对祖国的责任感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最后，从华

侨政党致公党入手，对于华侨群体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及作用进行分析。

[法]让-克里斯蒂安·珀蒂菲斯：《巴士底狱：一个国家

监狱的秘密》，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22.10

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国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这座以中

世纪城堡为基础的“国家监狱”被视为王权专制独裁的象征，

这里关押过的，除了政治犯与异教徒，还有作家、盗贼、贵

族……从福盖到拉·瓦赞，从伏尔泰到博马歇，从铁面人到萨

德侯爵，从越狱之王拉图德到名仕朝臣——巴士底狱的历史

正是法国历史的缩影。作者以巴士底狱为切入点，利用丰富

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介绍这座著名监狱的方方面面：布

局、建造、制度、日常，以及这座旧制度的“建筑代表”所展现的历史真相，一扫我们对巴士

底狱的传统看法。

吴钩：《大宋之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0

宋朝的司法制度长期以来被埋没和误解。本书通过

援引大量宋人记录的法律案件，并与宋朝法条相互参

证，还原宋代司法制度及其实践；同时也是“以宋朝为

方法”，从中国历史深处打捞已有的优良传统，讲好我

们自己的“国王与磨坊”故事。这不是为了证明“祖上曾经

阔过”，而是希望通过一遍遍地整理、编撰、讲述、阐

释，将故事内化为连绵不断的文明传统，成为司法制度

良性演进的内在动力。

谢冬慧：《民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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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司法机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理论的洞察力，也

有实践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检察制度发挥着重要职能，历来受到统治者的关

注，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本书以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为例，通过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的历史

源流、理论回溯、制度变迁、规范阐释、实证分析、

历史评价、当下思考等七章内容，较为完整地解读和

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检察理论和实践，寻找当时检察制

度成长背后的社会动因及内在规律因素，挖掘民国时

期如何高效运行检察权以及检察权顺利运行所涉及的

内部管理关系和外部保障制度，探讨检察官与法官之

间的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等。同时，本书通过对这些

问题的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下我国检察制度的

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张洪涛：《中国传统礼法合一国家治理体系研究》，

法律出版社，2022.10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

种“以礼入法”、礼法合治的国家治理体系。该体系包括

精神观念层面的“以礼（礼义）入法”和技术规范层面的

“以礼（礼俗）入法”。本书从大历史尤其是其强调的技

术制度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传统礼法合一国家治理体

系的技术合理性探讨“以礼（礼俗）入法”的制度逻辑和社会逻辑；“以礼（礼俗）入法”受阻

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和“以礼（礼义）入法”发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以礼（礼俗）入法”的路

径，即礼俗进入国家制定法的制度化路径。

张中秋主编：《司法文明集览·司法文化卷》，法律

出版社，2022.10

本书意在客观叙述中外历史上的司法文化，即通过对

司法文化内容的叙述，展现司法中的人类理性和文化特色，

表达司法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譬如，司法的控制与正义、

刑罚背后的道德，甚至酷刑背后的文化等。总之，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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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清晰完整地叙述有关司法文化内容并通过它展现内化在司法中的文化与文明，最后归结

为特定文化与文明的秩序观和正义观及其精神价值。本书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选择条目，主

要着眼于中外历史上的司法符号（包括有形的器物、无形的仪式和文字语言等）与司法制度

和司法思想诸方面的内容，意在从中揭示内化在这些司法内容中的人类理性和文化特色以及

文明意蕴，进而展现司法文明所内含的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但其中某些有特色的司法文化

条目不受此限制，目的是表达某种文化的特色。

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

（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0

本书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各类典章、档案、文集、

年谱、笔记等史料，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详细

梳理。同时，在制度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的考察，刻

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

的驳议往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法

理、人情、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重博弈。

[英]艾伦·沃森：《法律演化》，余成峰译，商务

印书馆，2022.11

法律演化是法律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作为当

代杰出的比较法和罗马法学者，作者在本书中通过五

个章节研究了关于契约的罗马法、中世纪习惯法、17

世纪苏格兰私法等具体法律的历史变迁，同时针对诸

多“法律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进行批判，描绘了法律传

统的本质及其表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变革与演

化的观点。作者认为，法律具有自主性；法律传统对于法律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法律变革独

立于特定时间和空间；除非法律变革受到战争等影响，法律变革很少受到法律外部（比如经

济、政治等）的影响。

陈皓：《图像中的法律》，商务印书馆，2022.11

本书主要由 13篇主题文章构成，通过多幅艺术图像，讲述了由古希腊至现代的法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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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思想。全书遵循思想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将对古希腊、

中世纪、启蒙时代以及现代的法律历史和思想的讲述融于感

性的艺术史资源之中。各篇主题文章均通过借鉴艺术史图像

学研究方法，以图像为主体，解读其中蕴含的法律历史、思

想和理论，由此建立法律史的艺术观念史参照系，建立以图

像为主体的法律史研究，从而获得一种新维度的法律史认

知，其视角、方法和内容很具新意。

陈和平：《法律史视阈下根据地土地租佃制度研

究》，法律出版社，2022.11

本书从法律史视角系统研究了根据地租佃制度，梳

理了根据地租佃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了根据地租

佃制度与传统佃俗和国民政府租佃制度之间的异同关

联，揭示了根据地租佃制度这一红色法律文化的鲜明个

性。

[美]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艾希曼审判》，刘

颖洁译，译林出版社，2022.11

本书是“人文与社会译丛”系列图书之一。1960年 5

月，纳粹战犯、“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

希曼在阿根廷被捕。随后，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其进行

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在世界面对种族灭绝这一仍在

持续的行为并思考幸存者命运的时候，这场审判成为全

世界司法程序的试金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律和道德

框架，使我们能够直视“恶”的问题。作者详述了艾希曼

审判的过程，并对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在犹太人大屠杀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行了补充论证，

深入分析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本书结合了历史视角和当代紧迫性，在叙

述中注入了扣人心弦的情节。

刘怡君：《援经入律——〈唐律疏议〉立法枢轴与诠释进路》，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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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2.11

本书是在中国台湾地区以繁体字本出版的学术著作。《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最具代

表性的一部法典，上稽秦汉魏晋之大成，下立宋元明清之楷模，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中

南半岛等地域所仿效，在东亚法文化中具有极为关键的地

位。本书将《唐律疏议》置于经学研究的视域之中，以抽

丝剥茧的方式，寻绎蕴含于其中的经学思维，考察《唐律

疏议》“援经入律”的情形。全书共分八章，从“经”与“律”

的关系谈起，继而说明“引经决狱”、“引经解律”、“引经制

律”的历史发展，再论证《唐律疏议》的核心价值根植于儒

家经典的义理思想，并分就“婚姻”、“亲属”与“君臣”等主

题论述，研究进路由形而上向形而下落实。研究所得成果

对经学史、法学史、思想史与东亚法文化的研究者，具有

提供实证资料及开拓跨领域研究的参考意义。

马毓晨：《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2.11

本书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切入，深入考察中国近代以来

的司法理念发展进程，梳理主要脉络。通过分析从传统司

法理念向当代司法理念的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揭示这一

转型的内在机理及特点，即我们应该杜绝对西方法治的盲

目崇拜，客观公正地对其加以认识分析，进而探寻司法理

念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王立民主编：《租界法制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1

中国租界法制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

法制，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区域法制。它以不平等条

约为依据，以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为代价，以破坏中国的

法制统一性为结果。本书将重心放在中国租界法制与中

国法制近代化的关系上，特别强调了中国租界法制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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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学教育等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同时还旁及中国租界法制与租

借地法制的区别、案例分析和启示等一些内容。

赵俊鹏：《共和国监狱制度的雏形：陕甘宁边区高等法

院监狱教育改造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11

本书以陕甘宁边区监狱的教育改造制度为研究对象，从教

育改造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和制度

规范的实践逻辑等多个维度详细梳理陕甘宁边区监狱的教育

改造制度，深入剖析该制度的创造性、系统性和优越性。作者

基于陕甘宁边区监狱教育改造制度及其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

深入总结制度经验，展示对于新时代创新性发展教育改造制度的有益思考。

卓泽渊：《我们与法治》，商务印书馆，

2022.11

本书为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所开设的关

于“当代世界法治”系列讲座的合辑实录。全书

分别从“世界法律与法治的图景”“世界法治发

展的走向”“中国法治的国际挑战”世界视野与

中华法文化”“世界与中国的司法改革”等不同

主题出发，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有关当代中国

与当代世界法治的立体图像。

闫晓君：《传统法律文化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12

本书包括秦汉法律篇、法律文化篇、传统律学篇三部分，

论述了中国封建王朝各朝代法律的发展沿革、继承与变化，从

不成熟走向成熟再到受西方法学影响而有所变化的基本史实，

梳理、剖析、论证了秦律成为“中国第一律”的内容、原因和特

性。作者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司法检验从秦汉至清的制度发展、

司法实例等，展现出我国古代司法检验的突出成就；通过探讨

姓氏文化、酷刑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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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文化属性；通过考察有代表性的法律条文及律学学派的发展流变，尤其是以陕西律学

为线索梳理出了中国传统律学的知识谱系，并结合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

的矛盾与不足。本书是一部从法律史的角度对秦汉法律、法律文化、传统律学做系统集成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专著。

杨一凡编：《明清条例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2

本书收入明清条例珍本文献 41种，是首次对明清条例珍本文献的专题汇编，所收条例

中大部分系首次影印出版。本书为明清史特别是明清法律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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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年下半年相关学术会议信息

编者按：本节会议排列以举办时间为序，举办时间相同者则以会议名称拼音为序。所有信息

来自公开渠道，欢迎广大同仁补充。

会议名称 主办方 承办方 其他信息 日期

第六届法律史学青年论坛

——“法律史学的传统与

赓续”学术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院法律史研

究所

/ / 7.9

第十二届“出土文献与法

律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

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

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

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甲、金、简牍法制史料

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

设”课题组

/ 8.25-8.26

儒法对话与国家治理国际

学术研讨会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儒家文明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山

东大学分中心、《文

史哲》编辑部

/ / 9.3

“清代法律的多样性与统

一性”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

史跨学科交叉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清史研究》

编辑部

/ /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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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与中国法律史学前沿

学术研讨会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

院；西北政法大学中

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

究院；西北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科

/ / 9.24

第十一届青年法史论坛暨

“立法与刑罚之理：中外法

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学

术研讨会

山东大学法学院 / / 10.29

第十六届全国法律文化博

士论坛

中国法律史学会 四川大学法学院

《法律史评

论》编辑部

协办

11.5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

三十五届年会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

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

东政法大学

/ 11.12

中国与全球法律史：数字

人文与晚清对外法律交涉

国际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法律史研究所；中国

政法大学“数字人文

与晚清对外法律交涉

研究创新团队”

/ 11.26

第二届“法治传统与创新

发展”前沿论坛

中国法律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法制史研究室、故

宫博物院研究室

/ 11.26-11.27

中国法律史学会西方法律

思想史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年会暨“全人类共同价

值与经典中的法理”学术

研讨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西方

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

会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纪检监察学院）

/ 12.23

中国法律史学会 2022年

年会暨“中国法律史学的

中国法律史学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

研究院

/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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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

第十八届全国民间法·民

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

四川大学法学院

中南大学未来法治研究

中心；《民间法》编辑

部；《法律史评论》编

辑部

/ 12.17

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

会 2022年会暨“传统法文

化与当代法学知识体系的

建构”学术研讨会

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

委员会、《山东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编辑部

西北大学法学院、西北

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

/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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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2年法律史领域立项、奖项情况

编者按：本节内容参考微信公众号“法律史评论”2023年 1月 16日发布的《法史年报 | 2022

年 法 史 课 题 立 项 及 获 奖 资 助 情 况 》 （ 链 接 ：

http://mp.weixin.qq.com/s/sfdAD-Puwv_Aw7GEQ7r7Kg），在此基础之上，不进行删减，仅予

以一定的增补。由于编者水平、精力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如有缺漏，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补充。

※2022年法律史课题立项※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

1.《爱德华·甘斯〈自然法与普遍法历史〉翻译与研究》，黄钰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所在学科：哲学

2.《〈管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研究》，郭丽，山东理工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文学

3.《司各特小说的法律书写与诗性正义研究》，杨海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所在学

科：外国文学

4.《白银财政视角下明中后期盐法变迁与盐商管理研究》，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所

在学科：历史学

5.《涉外案件与治外法权的收回研究（1943-1949年）》，YUN XIA，上海大学，所在

学科：历史学

6.《南京国民政府巡视制度研究（1927-1949年）》，郑伟斌，郑州师范学院，所在学

科：历史学

7.《法文化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和实践路径研究》，唐犀，广州商学

院，所在学科：法学

8.《清代公罪私罪资料整理与研究》，曾耀凤，伊犁师范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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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代云南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段艳萍，云南民族大学，所在学科：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10.《新法律家群体在传统中国法近代转型中的特别角色与贡献研究》，吴斌，中国计

量大学，所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11.《建党百年来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变迁逻辑及经验启示研究》，向嘉晨，汕头大学，

所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二）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1.《宋代道教对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影响研究》，张龙成，成都中医药大学，所在学科：

宗教学

2.《秦简法律文献语义词典编纂和相关研究》，路炜，西南大学，所在学科：语言学

3.《佉卢文契约文书研究》，侯文昌，甘肃政法大学，所在学科：历史学

4.《中华赎刑原论》，熊谋林，西南财经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三）专项研究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立项

1.《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历史生成和现实构建研究》，范会勋，洛阳理工学院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研究》，阮美飞，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研究》，申始占，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

2022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法律史方向）

（一）重大课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

论中国化为逻辑进路》，主持人：迟方旭（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二）重点课题

1.《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主持人：姜保忠（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2.《传统中国乡村的习惯法与社会秩序：基于华北农村的法社会学调查》，主持人：肖

盼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

（三）基础研究重点激励课题

1.《盛世“普法”：清前中期的法律宣讲与社会教化》，主持人：杨扬（北京科技大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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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盛世仁政：“存留养亲”在清代的规范构造与司法实践》，主持人：王进文（中南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

（四）自选课题

1.《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理据与进路》，主持

人：黄雄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唐代收养中的“违律”现象与司法实践研究》，主持人：蒋爱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副教授）

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重点项目

1.《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文献集成、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937-1949）》，张炜达，

西北大学，所在学科：党史·党建

2.《医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研究》，方潇，上海交通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3.《明清家户法律主体制度及其社会治理效能研究》，崔兰琴，浙江工商大学，所在学

科：法学

4.《诸子学的社会法思想研究》，李炳安，福州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5.《明清时代的契约与契约社会研究》，阿风，清华大学，所在项目为学科中国历史

6.《由司法案例看清代前期江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演变研究》，邱澎生，上海交通大

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7.《〈撒利克法典〉初始版、增补版和系统版汉译与研究》，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

所在学科：世界历史

（二）一般项目

1.《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府基层社会治理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31-1934）》，

肖丽红，厦门理工学院，所在学科：马列·科社

2.《中国共产党法治宣传教育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研究》，饶世权，所在

学科：党史·党建

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文化观研究》，蒋海松，湖南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4.《党领导立法的历史经验研究》，李店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所在学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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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晋唐时期法典体系构建的历史逻辑研究》，邓长春，洛阳师范学院，所在学科：法

学

6.《秦汉契约、惯例、法度之博弈研究》，武航宇，沈阳师范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7.《儒家“自然法”思想研究》，乔飞，河南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8.《晋皖闽家族契约文书中的法律秩序研究》，冯学伟，南开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9.《晚清立法新研究》，陈新宇，清华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10.《台湾“日据”50年法的变化及对“台独”思潮的影响研究》，赵立新，河北师范大学，

所在学科：法学

11.《出土文献与秦汉唐刑事证据制度研究》，张琮军，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

学

12.《清代宫廷司法研究》，陈煜，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13.《西塞罗〈论法律〉研究》，汪雄，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14.《〈密勒氏评论报〉与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法律文明互鉴研究》，李洋，南京师范大

学，所在学科：法学

15.《清代边疆各民族国家法意识的发展与比较研究》，文晖，中央民族大学，所在学

科：民族学

16.《出土简帛与黄老刑德思想研究》，徐莹，河南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17.《礼律视域下秦汉至隋唐时期妇女家庭身份地位变迁研究》，孙玉荣，山东理工大

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18.《基于简牍的〈汉律摭遗〉修订与增补研究》，丁义娟，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所在

学科：中国历史

19.《唐代地方官员的司法实践和社会治理研究》，杨晓宜，上海师范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历史

20.《宋型律治的演进路径研究》，贾文龙，河北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21.《社会变迁下明代女性相关法律研究》，王雪萍，福建师范大学，所在学科：中国

历史

22.《明清以来湖南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考释研究》，唐智燕，湘潭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历史

23.《清代以来海南黎汉地契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高海燕，海南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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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清代新疆立法与司法实践研究》，王东平，北京师范大学，所

在学科：中国历史

25.《清代州县衙门通详与命案审理研究》，严丹，四川师范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

史

26.《西北地区新见明至民国时期汉文契约文书收集、整理与研究》，马建民，北方民

族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27.《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社会治理研究》，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所在学

科：世界历史

2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法治改革研究》，于洪，吉林大学，所在学科：世界历史

29.《圣经犹太律法与先秦儒家礼法比较研究》，谢桂山，山东社会科学院，所在学科：

宗教学

30.《中国体育法学学术史研究（1984-2024）》，韩勇，首都体育学院，所在学科：体

育学

（三）青年项目

1.《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宣传教育历史经验研究》，沈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所在学

科：党史·党建

2.《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央苏区的探索实践及价值启示研究》，徐佳佳，江西省社

会科学院，所在学科：党史·党建

3.《中国共产党领导传染病防治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研究》，胡伟力，厦门

大学，所在学科：党史·党建

4.《马克思法哲学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李灵婕，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哲学

5.《朱子学中的法理研究》，王小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6.《传统中国律典在近代欧洲的传播研究》，马莎莎，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7.《中国传统法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彭巍，浙江大学，所在学科：法

学

8.《清代对外法律秩序体系研究》，邱唐，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9.《西夏文法律文献词汇所见多民族语言文化交融研究》，孔祥辉，陕西师范大学，所

在学科：民族学

10.《出土律令与秦代地方治安治理研究》，王博凯，清华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11.《秦汉诏令文书整理与政治文化建构研究》，丁佳伟，江苏师范大学，所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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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12.《秦汉简牍诉讼史料汇释与研究》，王安宇，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13.《〈棘寺平反〉的整理与元明法律变迁研究》，陈佳臻，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历史

14.《新见小黄册文书与明初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耿洪利，武汉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历史

15.《晚清西北民族走廊社会纠纷综合化解机制研究》，张蓉，长安大学，所在学科：

中国历史

16.《近代女性法律人及其身份构建研究》，王瑞超，华东理工大学，所在学科：中国

历史

17.《近代旧金山华人入境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朱祺，中山大学，所在学科：世界

历史

18.《近代英国个人破产法研究》，袁跃华，河北大学，所在学科：世界历史

（四）西部项目

1.《〈史记〉的正义观研究》，赵明，西南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2.《敦煌法学之古藏文刑事法律规定的刑法解释研究》，贡保华旦，西北民族大学，所

在学科：法学

3.《清代吐鲁番厅档案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刘炳涛，西安石油大学，所在学科：法

学

4.《蒙古国藏清代满蒙文土地纠纷档案整理、翻译与研究》，朝鲁孟格日勒，内蒙古大

学，所在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般项目

1.《法律行为的罗马私法基础研究》，谢潇，重庆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2.《唐代法制生成与变迁问题研究》，张春海，南京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法律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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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评注》，朱学平，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学科：哲学

2.《上海会审公廨稀见钞本史料〈上海华洋诉讼案〉辑校与研究》，蔡晓荣，苏州大学，

所在学科：法学

3.《先秦“齐法家”之源流与思想发展研究》，王进文，中南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4.《〈隋书·刑法志〉译注》，周东平，厦门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5.《历史与比较法视野下的社会福利问题研究》，聂鑫，清华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6.《保密委员会制度的历史与法理研究》，张群，中央民族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7.《近代英国宪制的话语竞争研究》，于明，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8.《印度嫁妆制度及其现代法律变革研究》，赵彩凤，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所在学科：

法学

9.《民国时期女性家庭权利的法律实践研究》，刘楷悦，四川大学，所在学科：法学

10.《宋代衙前役法研究》，董春林，四川师范大学，所在学科：中国历史

11.《〈大宪章〉的历史与神话》，王栋，深圳大学，所在学科：世界历史

（二）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单

《秦汉官吏职务犯罪研究》，舒哲岚，项目责任单位为大连海事大学，博士毕业单位为

中国政法大学，指导教师徐世虹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法律史相关）

1.《唐会要》，整理者刘安志，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新辑宋会要》，整理者陈智超，辑校，中华书局出版

3.《唐宋羁縻府州制度史料辑证注释》，整理者郭声波，辑证、注释，齐鲁书社出版

4.《明会典》，整理者南炳文、原瑞琴、李俊丽，校注，凤凰出版社出版

5.《清代海疆政策文献校注》，整理者王日根，校注，岳麓书社出版

6.《清代盐法志校注(第一辑)》，整理者曹凡英、林文勋、赵小平等，校注，西南交通

大学出版社出版

7.《庆元条法事类》，整理者戴建国，点校，中华书局出版

8.《宋辽金元石刻法律文献集释》，整理者李雪梅，录文、标点、考释，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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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家本律学文献丛书》，整理者李雪梅、苏亦工、姜晓敏等，点校、注释，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10.《古代法律文献辑佚》，整理者杨一凡，影印、标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1.《职官分纪》，整理者龚延明，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12.《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整理者吴在庆，校笺，黄山书社出版

13.《宋大诏令集》，整理者许起山，点校，中华书局出版

14.《薛允升全集》，整理者闫晓君，点校，法律出版社出版

15.《清代上海同业公会档案汇编》，整理者邢建榕、何品，影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出版

16.《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集成》，整理者陈国灿、史金波、张铁山等，转写、

释文，中华书局出版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法律史方向）

学者个人项目

《基于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鄯善国法律研究》，张文晶，南京师范大学

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法律史方向）

1.《重新认识中华法系》，龙大轩，西南政法大学

2.《宋代诉讼惯例研究》，陈玺，西北政法大学

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学术会议资助

“中国传统法律及其近代化转型”系列学术会议项目（项目批准号 22STB056），中国法

律史学会获得立项资助，张生研究员担任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

究室研究人员为项目成员。

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学术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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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民事裁判汇编与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 22STA025），中国法律史学会获

得立项资助，高汉成研究员担任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研究

人员为项目成员。

※2022年法律史方向获奖情况※

第一届薛梅卿法律史奖学金

1.胡弼渊，中国政法大学，提交论文《情感，理性与社会：1935年的刘逯情杀案》

2.闫亚博，华东政法大学，提交论文《禹鼎“勿遗寿幼”与西周族刑再论——结合夏饷铺

噩国铜器的研究》

3.何天翔，中国政法大学，提交论文《早期行政给付的历史观察：基于清末民初“济良

所”的三重研究》

4.郑子健，中国政法大学，提交论文《公私之间——清代合会纠纷的司法处置》

5.李若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交论文《宋代翻异别勘制度考证》

第十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征文大赛

一等奖

1.杨城新，《〈已婚妇女财产法〉与近代英国妇女权利》，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

生

2.刘浩田，《康熙三年例考释》，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二等奖

1.李世鹏，《众声喧哗：“姬觉弥诱奸案”中的司法、舆论与社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李谦，《禁而不绝：清代命案私和的面相、成因及治理》，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3.刘智明：《西汉“赎”的类型化分析》，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4.何元博，《“依礼男子无大功尊”考——兼论〈唐律疏议〉与〈仪礼〉的礼法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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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5.孙海龙,《“脱欧”下的英国法治危机——以“吉娜·米勒等诉英国政府脱欧程序案”为

例》，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三等奖

1.王博闻，《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考》，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沈秀荣，《控制疯人：清代报官锁锢例的立法与实践》，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

生

3.杨潇,《舆论与真实：晚明李三才法政形象之塑造与转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

士研究生

4.邱玉强,《论清代府衙“狱贵初情”的覆审经验》，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5.刘润浩，《曹魏“谋反大逆”与“大逆无道”关系再蠡测》，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

生

6.池贝贝，《词如何讲故事——以平襟亚改编一则刑部驳案为袁枚妙判为例》，沈阳师

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7.翟文豪，《清代伊犁将军的法律职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8.马成霞，《“下籽为率”与“卖地不卖粮”——近代河州契约所见计粮与纳粮习惯之演变》，

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9.王哲通，《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审理权转移现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10.唐国昌，《不和而和：元代和买法律制度考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

生

第八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获奖成果（法律史方向）

二等奖

《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专著），李雪梅，中国政法大学，中华书局

2015年 4月出版

三等奖

1.《民国时期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专著），方乐，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6年 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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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博弈：亲属豁免权的中国面向》（论文），李拥军，吉

林大学，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 6期

3.《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论文），聂鑫，清华大学，载《中国社

会科学》2016年第 6期

4.《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专著），唐仕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1月出版

5.《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论文），翟国强，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 2期

提名奖

《西周邦国的法秩序构建：以新出金文为中心》（论文），王沛，华东政法大学，载《法

学研究》2016年第 6期

第二届法史本硕论坛优秀论文

硕士生组一等奖

1.李昊，西南政法大学，《民初“情事变更”规则的构建及其法理》

2.何元博，青海师范大学，《清代的法谚与律例：“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研究》

硕士生组二等奖

1.张昊鹏，四川大学，《信教何以自由：转型时期法律与戒律关系的变革与重构》

2.姬艾佟，中国政法大学，《祛魅的尺针：南宋实物证据考察》

3.何天然，中山大学，《晚明刑讯方案的央地比对：以袁黄〈宝坻政书〉和吕坤〈刑戒〉

为例》

硕士生组三等奖

1.刘源，东北师范大学，《割裂与重塑：东北地区司法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

2.徐梓俊，武汉大学，《“共业分股”与“相共管业”——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所见的共业

现象考察》

3.徐嘉慧，中国政法大学，《清代立法中家族主义的退出样态一一以佥妻条例为例》

4.杨金刚，中国人民大学，《竞赛：抗日战争时期的地方政治一一以 1940年晋察冀边

区民主大选举为中心的考察》

5.荆连元，吉林大学，《唐律“化外人相犯”条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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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组优秀论文

1.张馨予，中国政法大学，《处江湖之远的民法转型之旅——〈后民法典时代的司法实

践〉书评》

2.籍梓豪，广州大学，《历史社会法学何以可能一一以〈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为中心》

3.何久源，四川大学，《清律“造厌魅符书咒诅欲以杀人条”小考》

4.高学鹏，华东政法大学，《秦简“猩、敞知盗分赃案”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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