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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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通讯》自 2021年秋创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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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0日

mailto:cilhnewslett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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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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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参考微信公众号“法律史评论”（微信号：falvshipinglun）2021年 7月

10日发布的《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一：法学期刊》、7 月

13日发布的《年中盘点| 2021 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二：历史学期刊》、7

月 15日发布的《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三：综合社科期刊》

及 7 月 20日发布的《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四：高校学报

类》，在此基础上重新排序，制作成表，又有所增益。本节各表中，凡系编者检索添加者，

均以他色为底，以为标记。

表 1.1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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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比较法研究

2021(01) 从自由到平等：美国言论自由的现代转型 左亦鲁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21(03)

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发

展——兼论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

设

孙南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法研究所

现代民主宪制理论的两种思想形态——

以韦伯与施密特的差异为焦点

黎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

当代法学

2021(02)
唐古之奇《县令箴》的建树与影响——法

官箴言系列之六

霍存福

吉林大学法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

何君 吉林大学法学院

2021(03) 论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 王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科学（西 2021(01) 文明转型与世界法律变革 张恒山 天津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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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政法大学学

报）

龙勃罗梭在中国——一个犯罪学史的考

察

姚建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2021(02)

论汉隋间法律文明的转型——以汉隋间

的四部《刑法志》为主线

周东平 厦门大学法学院

《共产党宣言》法理探秘 郭晔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

院

2021(03)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华法文化意蕴 李栗燕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论传统法中的神秘数字——数字人类学

的法律之维

高一飞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

院

法商研究

2021(01)

“报”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暗合与分殊 李拥军 吉林大学法学院

中国私立法政学校之嚆矢——浙江私立

法政学校创建考论

李秀清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学院

2021(02)
民法典的民族性表达与死者的人格权益

保护——《民法典》第 994条的文化解释

刘云生 广州大学法学院

法学 2021(05)
民初大理院公序良俗原则的构建及其法

理

黄源盛 福州大学法学院

法学论坛 2021(01)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依

法治国”方略提出 24周年

魏治勋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

学院

法学评论

2021(01) 张之洞：一个法政改革者的行动逻辑 王人博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2) 墨子天志及其法律意义 邵方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研究院

2021(03) 传统法中“王”的话语分析 钟盛 武汉大学法学院

法学研究

2021(01)
陕西紫阳诉讼档案中的清代土地交易规

范及其私法理念

汪世荣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

学院

2021(02) 清代君臣的法外施仁博弈 蒋铁初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

儒法学院

法制与社会发 2021(02)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百年实践与制度 王立峰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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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经验

2021(03)

论梁启超与沈家本的“法理”观——兼论

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律史研究

彭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

院

法理概念的经义指向及近代转型 郭栋 北京大学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

2021(01)
“出于确知”与中世纪法国习惯法编纂的

历程

董子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系

2021(02)

维多利亚时代的困惑：领事裁判权与治外

法权之恶

柯安德（著）

英国诺丁汉大学人

文学院历史系

屈文生、詹

继续（译）

华东政法大学

神圣罗马帝国“多元性”的“意义想象”及

其制度表达

王银宏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研究院

清华法学

2021(01)

法的历史性与世界性断想 史大晓 复旦大学法学院

汉代春秋决狱的法理构造——以“春秋之

义”的法源地位分析为中心

杜军强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

院

2021(02)

事不过三——清华法律学系的三次筹建

始末

陈新宇 清华大学法学院

明清自理裁判文书的形式变化 孟烨 复旦大学法学院

2021(03)

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 20世纪 20

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

政法研究中心

中美条约关系的早期叙事——以王宠惠

为中心的考察

吴景键 耶鲁大学法学院

现代法学

2021(01) 国际法的普遍性：过去、现在与未来 蔡从燕 复旦大学法学院

2021(02)
法律转型的因应之道——沈家本与晚清

刑律变迁

陈新宇 清华大学法学院

月旦法学 2021(03) 判例法之进程——以让与担保为例 谢在全 东吴大学法学院

政法论丛 2021(01) 再论中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肖国兴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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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论坛

2021(01)

论清代皇帝决策的法律机制 朱勇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研究院

允协情法：民初行政诉讼中的审判技艺

——以《平政院裁决录存》为素材的考察

吴欢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

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2021(02)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

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李一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

验

罗冠男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与轴心文明——兼评帕特里

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

刘毅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

回避婚约：新中国婚姻立法的历史选择及

其因由

陈会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2021(03)

进化之道与法律危机——论达尔文主义

的中国语境及其困境

孙德鹏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

法学院

罗马混合政体的优良性探析——波利比

乌斯《通史》读书笔记

杨之涵 南京大学哲学系

政治与法律 2021(05)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文明史研究院

周小凡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学院

中国法律评论 2021(03)

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

经验——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立法的制度

创新

封丽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政治和法

律教研部

中国法学 2021(03)
中国传统生态环境法文化及当代价值研

究

柴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

中外法学 2021(01) 再论调解及中西正义体系融合之路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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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

清代的典习俗、法律应对与裁判实践：以

浙闽两省为考察中心

赖骏楠 复旦大学法学院

多维视野中的美国政教关系：宪法、政治

和文化的分析

钟瑞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法研究所

表 1.2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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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

位

安徽史学

2021(01)

民国北京自杀救助中“先警后医”现象的逻辑

考察

刘长林

上海大学历史

系

雷乐街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曾潍嘉

西南大学地理

科学学院

2021(03)
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导向及其进

路

赵新潮

西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

古代文明

2021(01)

《大宪章》制定考——从男爵方案到国家特许

状

王栋

深圳大学法学

院

秦代官徒调配问题初探 齐继伟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

所

2021(02)
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以“撒旦

的诉讼”系列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董子云

浙江大学历史

系世界史所

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

2021(01)
美国华人争取公立教育平权第一案：泰普诉赫

尔利案之背景、过程与意义

谢佳璐 浙江大学教育

学院商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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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 2021(02)
“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

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吴佩林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暨孔府档案研

究中心

姚志良

经济社会史

评论

2021(02) 《大宪章》渊源：罗马法还是蛮族习惯法 王栋

深圳大学法学

院

历史档案

2021(01)

从《毅庵奏议》纸背文献看明代官吏考核制度 杜立晖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

院历史文化学

院

清代图赖问题的成因、禁革与治理 杨扬

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历史与文化

研究所

清代新疆遣犯的“年满为民”问题 华立

（具体单位暂

未查明）

制度框架约束下八旗女子的人口行为——读

《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

郭松义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

所

2021(02) 从刑部监狱看清代恤囚思想与狱制实践 王超群

武汉大学历史

学院

历史研究

2021(01) 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曹循

西北大学历史

学院

2021(02)
在法律共识与人民主权之间：约翰·马歇尔的

美国宪法观

郭巧华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

第九十二本第

一分（2021年

3月）

台湾女性司法人员的历史初探 李贞德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

所

清史研究 2021(01) 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 史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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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院

2021(02) 蒙古《喀尔喀济鲁姆》乾隆十一年法研究 蒙古勒呼

内蒙古大学蒙

古历史学系

2021(03) 康熙四十六年修律进呈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姚宇

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

史林 2021(03) 19世纪英格兰租佃权的历史考察 孙小娇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史学集刊 2021(01)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柳德军

山西大学近代

中国研究所

史学月刊

2021(02)

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的界址与山界争讼 杜正贞

浙江大学历史

系

光绪末年的保举人才与预备立宪 林浩彬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新济贫法体制下英国贫民医疗救助问题探析 郭家宏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郭沫若的法家观及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家观的

内部分歧

宋洪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2021(03)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官中”法律制度研究

柴荣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李浩

2021(06) 斯图亚特王朝晚期英国出版审查制度的变革 张影

武汉大学外国

语言文学学院

世界历史

2021(01) 私人法权的介入：中世纪英格兰的城镇化 谢丰斋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

院

2021(02)
从《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

看奥古斯都的婚育政策

倪滕达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2021(03) 布鲁日习惯法的两次更迭与国王、伯爵、城市 董子云 浙江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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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之争（1281-1297） 系

台大历史学

报

第 67期（2021

年 6月）

犯罪与城市――清代同治朝重庆城市窃盗案

件的分析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吴景杰

评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

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

徐佳贵

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文史 2021(01) 从劳动看秦的律令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小林文治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中心

暨历史学院

文献 2021(01)

明清契约文书篇末绝止符号研究——以“行”

形为中心

郭敬一

陕西师范大学

语言资源开发

研究中心

清水江文书“数目”类词语特殊标记法考略 苌丽娟

四川外国语大

学中文系

中国边疆史

地研究

2021(01)

何以商胡不入蕃？——从《唐开元户部格残

卷》看唐代的商胡贸易法令

刘子凡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

所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雍和宫香灯地纠纷处理 张子新

中央民族大学

期刊社

2021(02)

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李守良

汕头大学法学

院

治狱与治边：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 阮兴

兰州大学法学

院

中国经济史

研究

2021(02)
民间契约与国家干预——明清时代的“契约正

义”问题

岸本美绪

公益财团法人

东洋文库

中国农史 2021(03)
清代北方的地权结构与地权交易——以彭阳、

土默特及太行山区土地契约为例

林胜强

洛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

中国社会经 2021(01) 公共利益冲突中的产权交易与基层治理—— 陈月圆 清华大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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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史研究 清代狮山书院与山林封禁的考察 科学学院龙登高

中国史研究

2021(01)
秦《发征律》蠡测——兼论秦汉“律篇二级分

类说”
齐继伟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

所

2021(02) 《九章律》形成考 宋洁

河南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

中国史研究

动态

2021(02) 读高春平《明代监察制度与案例研究》 高寿仙

中共北京市委

党校校刊编辑

部

表 1.3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期刊（高校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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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译

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1)
格里塞-菲尼斯自然法学说的哲学预设

——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吴

彦

同济大学法学院

2021(02)
“乌台诗案”的文书运行过程及相关文本

属性考辨

张

宜

喆

复旦大学中文系

河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1)
民法史上的人与人格——兼论《民法典》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条款修改方向

陈

庆

西南大学法学院拉丁文

经藏研究所

2021(03)
莎剧《哈姆莱特》中的法律问题与法律

意识

杨

海

英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

络传播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1(02)
传承与创新：近百年来《元典章》的整

理与研究

时

培

磊

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

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1(03) 新发现的明成化《军政条例》研究—— 刘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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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 以孤本弘治《军政条例续集》为例 正

刚

柳

俊

熙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2021(02)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

——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徐

忠

明

中山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民初国地财政划分的法制建构

（1912-1925）

聂

鑫

清华大学法学院付

宁

馨

2021(03) 依经治国：董仲舒开创的法理命题

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清代“依法裁决”问题的再研究

邓

建

鹏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子产礼义与变法新诠——《左传》与清

华简《子产》互证

马

腾

暨南大学法学院

由“屦贱踊贵”至“斩为城旦”——秦及汉

初斩趾刑源流研究

黄

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03)
民法制度转型时期的冲突格局与适用困

境：以民国川省大佃纠纷为例

王

有

粮

四川大学法学院

刘

子

璇

西南大学学报（社 2021(01) 明代诏狱审判程序的构成及其运行 魏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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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 天

辉

毛

佩

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清代巴县水案与地方健讼研究——以

《巴县档案》所见堰塘争水讼案为中心

柳

岳

武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蒲

欢

2021(03)
清代奴婢制的普遍化——以律法修订及

司法实践为中心

宋

兴

家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新疆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21(01)

乾隆朝新疆旗人遣犯“年满安置”问题

佟

文

娟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清代“保状”研究——以《清代新疆档案

选辑》为资料基础

白

京

兰

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稳

定与地区经济发展法制

保障研究基地

彭

立

波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1(03)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张

斌

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周

胤

娣

郑州大学学报（哲 2021(01) 鲁杰碑与清代县衙规条研究 王 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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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版） 肃

羽

中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2)

论中国古代刑法篇目编纂的理念与标准

——兼谈秦汉后法典“以罪统刑”说的片

面

李

勤

通

湖南大学法学院

表 1.4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期刊（综合社科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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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

位

东岳论丛

2021(01) 汉代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及法律保护

郑显

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

学与法政学院

王蕾

2021(03)
陕甘宁边区回村执行制度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启

示与借鉴

梁栋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文学院法学系

广东社会科学

2021(02)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补论——以《张总督松平顾问

立宪问答》为中心

孙宏

云

中山大学历史系

2021(03)
传统法文化中的价值评判基准——从胡适的《中

国传统中的自然法》切入

马作

武 中山大学法学院

林懋

贵州社会科学

2021(01) 德本法末：王阳明法理学的核心命题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4) 法德兼治：管仲社会治理观的精髓

赵天

宝

西南政法大学

江汉论坛 2021(05) 探索与规范：民国北京政府司法官考试制度述论

朱晓

东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社会科学 2021(03)
论宋代民事诉讼中的法律适用——以《名公书判

清明集·户婚门》为中心

潘萍 河海大学法学院

江西社会科学 2021(5)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陈佳 中国政法大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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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 士后流动站

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古籍整理研究

所

开放时代 2021(3)
英国革命、司法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

的宪制意义

王凯 北京大学法学院

青海社会科学 2021(01)
岳麓秦简所见秦代孝道伦理问题——以社会风

俗、不孝犯罪和官民使役为中心

张楠

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

人民论坛 2021(15) 中国古代版权保护是啥样

冯晓

青

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

社会科学 2021(06) 从爵的法律特权变革的角度再释法律儒家化 宋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史研究院

社会科学战线

2021(03)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回顾与时代

展望

李龙

武汉大学法学院刘玄

龙

2021(04)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育人的价值、逻辑与实践 黄佳

长春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2021(05)

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百年行程

公丕

祥

南京师范大学法

学院

唐式东传及对日本古代法典的影响

郑显

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法学院张媛

媛

学术界 2021(01)

清乾嘉时期广东宗族祭费问题与尝田佃耕纠纷

——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常建

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

从陈布统案论清代前期的“部院之争”

林乾

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史学研究院

李亚

琦

中国政法大学国

际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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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 三代之法与两汉之制：王通的二元规范论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

2021(05) “盗律”与“财产犯罪”：古今刑法的价值变迁 谢晶

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

学术月刊

2021(03)
北朝胡汉融合视域下中古“五刑”刑罚体系形成史

新论——兼评冨谷至《汉唐法制史研究》

周东

平

厦门大学法学院

薛夷

风

2021(04) 律贵诛心：清代盗律及实践中的“主观恶性” 谢晶

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

学习与探索

2021(01)

传统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发现与道德话语——以

唐代判词为中心的考察

李德

嘉

北京师范大学法

学院

从农村到城市：哈尔滨解放区的权利保障探索

隋丽

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法学院

黑龙江大学法学

院

孙光

妍

黑龙江大学法学

院

2021(03)
我国 1954年《宪法》中的最高国务会议——运

作、逻辑与原理

李一

达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

浙江社会科学 2021(05) 汤寿潜的宪政建设实践（1911-1917）
汪林

茂

浙江大学历史系

中国社会科学

2021(01) 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 陈伟

武汉大学简帛研

究中心

2021(02) 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

杨际

平

厦门大学人文学

院历史系

2021(04) 从治外法权到域外规治——以管辖理论为视角

屈文

生

华东政法大学法

律文明史研究院

华东政法大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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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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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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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参考“法律史评论”发布的《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

学论文辑要之一：法学期刊》、《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二：

历史学期刊》、《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三：综合社科期刊》

及《年中盘点| 2021年上半年重要期刊法律史学论文辑要之四：高校学报类》，在此基础上

重新排序，制作成表，又有所增益。本节各表中，凡系编者检索添加者，均以他色为底，以

为标记。

表 2.1 2021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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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

位

北方法学 2021(02)
合同法民商合一的规范实现——一个历史

比较的视角

徐强胜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财经法学 2021(01)
中国公司法产生源流考———以日本法的

影响为视角

朱大明

北京大学国际

法学院

地方立法研究 2021(02)
经济法的历史变迁与未来挑战——基于人

口视角的分析

潘宁

北京大学法学

院

法律适用 2021(06)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内在精神及其时代价

值

贺小荣 最高人民法院

法学杂志 2021(05) “两规”到留置的演进历程、逻辑及启示 阳平

中国纪检监察

学院

甘肃政法大学

学报

2021(01) 清代“蠹役诈赃”例重刑考论 何君

吉林大学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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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法大学

法学院

2021(03)
自然保护地制度体系的历史演进、优化思

路及治理转型

陈真亮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乡村振

兴研究院

河北法学

2021(01)
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

伊案”说开去

江国华

武汉大学法学

院

李鹰

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

2021(05)
民国时期学前教育立法的基本特征及当代

价值

宋立会

河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2021(06)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再认识

——基于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民富村的调研

王颖慧

广西民族大学

谢尚果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学报

2021(01)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纯粹法律行为的罗

马法起源、比较法沿革和本土适用

徐国栋

厦门大学法学

院

2021(02) 沈家本的“律例关系”观念及其实践 翟家骏

清华大学法学

院

2021(03)

中国法理学教材改革新论——以新中国法

理学教材 70年为研究对象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郭小东

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中的官

民“权”“利”结构重塑

李耀跃

西南政法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

河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

交大法学 2021(01) 民国上海女律师的执业困境与自我成就 王瑞超 华东理工大学

南大法学

2021(01) 国际礼法观：清代中国的朝贡与条约 颜丽媛

中国海洋大学

法学院

2021(02)
官司讼累生态与徽州民间调处解纷偏好

——依据明清徽州文书的解读

魏文超 上饶师范学院

范忠信

上饶师范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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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 论近代中国司法界的肇端及演进 姜增

绍兴文理学院

法律系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21(01)
现代司法形式主义的奠基者——纪念霍姆

斯大法官诞辰 180周年

周永坤

苏州大学王健

法学院

2021(02)

重估中国法文化中的“讼”——以《周

易·讼》卦为中心

李平

清华大学法学

院

主观权利理论与罗马法体系

米歇尔·维莱

（著）

巴黎大学法学

院

巢志雄（译）

中山大学法学

院

中山大学司法

体制改革研究

中心

知识产权 2021(03) 中国著作权法三十年（1990-2020） 刘春田

中国人民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学报

2021(01)

苏轼文人仕宦的现代教益 单纯

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

《学说汇纂》41, 1, 44：“狼嘴里的猪”案

托马斯·芬克

瑙尔（著）

德国图宾根大

学

毕经纬（译）

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

2021(02)

由礼乐到礼法——宋初理学转向中的张载

礼法思想

张学炳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女性经验与柔性司法改革——科沃斯与女

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源起

梅·奎恩（著）

华盛顿大学法

学院

王新宇（译）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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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 中国古代司法秩序中的衡平原理

王世友 安徽大学法学

院周少元

表 2.2 2021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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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国际汉学 2021(01)
《中国评论》所载英国汉学家哲美森译

《大清律例》篇章述评

李洋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暨中国法治现代化研

究院

历史教学（上半月

刊）

2021(05) 中世纪英国议会的起源

许明

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历史教学（下半月

刊）

2021(2)

托马斯·莫尔的法治民生观及影响

李宇

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清中期京城轿夫聚赌之治理

方玉

权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赵令

志

2021(03) 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厂立法的演进

刘金

源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21(04)

论法庭演说对雅典大赦精神的维系——

以吕西阿斯演说辞为研究对象

李宏

伟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

院

20世纪 30年代辽宁地区离婚案的文化透

视

焦婕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2021(06)
战后犹太人的对德索赔问题研究——以

“索赔联合会”为个案的历史考察

安然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教学问题 2021(02)

英国烟雾治理的立法措施——以 1993年

《清洁空气法》为视角

崔财

周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

战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与秩序重建 陈明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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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主义学院

张春

梅

南京体育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1(03)

论美国建国初期新泽西州妇女选举权

——1776-1807年的一个历史考察

姚桂

桂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美国探索调解劳资关系的曲折之路

（1890-1935）

周余

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

系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

日本侵华南京大

屠杀研究

2021(0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若

干特质与面相

严海

建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置废与变

更

曹鲁

晓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外国问题研究

2021(01)
近代日本宪法的解释与论争——以“天皇

机关说”的胜出与终结为中心

孟二

壮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2021(02) 从习惯到立法：19世纪英国佃农权运动

任有

权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

学院

表 2.3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高校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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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译

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01)
探寻法律的界限——论卢曼晚期系

统论法学思想

泮伟

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1(03)
清代贵州苗疆民族民间解纠机制的

主要形式与自治举析

崔超

贵州中医药大学人

文与管理学院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1(02) 近代英国个人破产观念的变迁

袁跃

华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

文明研究院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2021(02) 皋陶与中国法理学的萌生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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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版） 院

表 2.4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综合社科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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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译

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湖北社会科学 2021(05)
清代因案修例的动议权研究——兼论当代

因案修法建议机制之建构

黄雄

义

武汉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兰州学刊 2021(02)
传统司法文化与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

性

侯明

明

吉林大学理论法

学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法学院

天府新论 2021(01)
古代中国自然法资源探寻——孔子的正当

性主张及其自然法意义

王亚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学术探索 2021(04)
清代前期刑事政策转变之探析——以侵犯

财产罪为中心

孟烨 复旦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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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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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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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021年上半年 CSSCI来源集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名刊次（以拼音

首字母为序）

出版社及出

版时间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

位

城市史研究（第 43

辑）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21年 5月

平民法律扶助与国民政府时期社会

治理的运行机制——以天津律师公

会为例

王静

天津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东南法学（第 2辑：

学术前沿与专题研

究）

东南大学出

版社，2021

年 3月

费城制宪会议的议事规则 姜峰

华东师范大学法

学院

“民主”抑或“共和”？——美国宪法

精神探析

李晓波

上海交通大学凯

原法学院

贵州财经大学文

法学院

法律史评论（2021

年第 1卷，总第 16

卷）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21年 4月

论作为判例法典的《春秋》——以复

仇为例

李平 清华大学法学院

实质正义：唐律出入人罪司法责任的

价值取向

李麒 山西大学法学院

夺夫之争：再论民国萨本驹“抗战夫

人”案
董凡

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法学与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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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学院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

学院

清代蒙古喀喇沁右旗的诉讼审判

额定其劳

（著）

东京大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

蒙古勒呼

（译）

内蒙古大学蒙古

历史系

清律的基础知识

谷井阳子

（著）

天理大学文学部

伍跃（译）

大阪经济法科大

学国际学部

对孔子“五伦”观的误读

徐道鄰（著） /

张岩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

美国华盛顿大学

牢愁：文人诗词中的监狱生活和囚徒

心理

韩涛 复旦大学法学院

“封禅”与“登极”：中国传统政治宣誓

制度的“天道”视域

佘文博

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

从继承诉讼看晚清家族法的特点

任晓兰 天津财经大学法

学院李琪

西方婚姻性质认定的历史发展路径

——《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

婚姻、宗教与法律》读书札记

张融 广西师范大学

文化边疆观的构建及其运用——《王

者无外：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述评

李鑫

四川大学法学院

王瑞坤

法学教育研究（第

32卷）

法律出版

社，2021年

1月

法学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对富勒法学教育观的审视与反思

王志勇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法学院

澳大利亚的法学教育改革：经验、彷 张阳 武汉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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徨与启示 尚彩云

风险灾害危机研究

（第 12辑）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21年 1月

警务注意力分布及价值变迁：基于

1950年以来南京公安绩效考核文本

的分析

杨黎婧

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

徐丹

南京市公安局

南京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

宏德学刊（第 12辑）

商务印书

馆，2021年

4月

中国传统法治的基本形态：兼论今人

对“为政以德”的误读

鄢晓实

（具体单位暂未

查明）

暨南史学（第 22辑）

暨南大学出

版社，2021

年 5月

元末河南范孟杀省臣案探微 向珊

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

明成化朝治理伪僧探析：基于条例考

察

李东霖 暨南大学历史学

系刘正刚

南京国民政府战后汉奸审判中的舆

论引导与行政干预——以 1946年

“何德奎附逆案”为中心的考察

叶歌

暨南大学文学院

历史系夏泉

简帛（第 22辑）

上海古籍出

版社，2021

年 5月

《告律》章名补说 彭浩 荆州博物馆

秦、汉律中的庶人——对庶人泛称说

的驳议

林炳德 韩国忠北大学

简帛研究（2020 秋

冬卷）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21年 1月

岳麓秦简《尉卒律》“削爵”考 王萍 山东师范大学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宫司空令史儿等

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初步考察

杨芬

长沙简牍博物馆

宋少华

秦汉时期的赠予与贿赂

柿沼阳平

（著）

早稻田大学文学

部

王博（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历史文献研究（总

第 46辑）

广陵书社，

2021年 6月
王锡爵晚年“密揭事件”考论 安家琪

黑龙江大学文学

院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 上海人民出 梭伦的法权思想——缪斯智慧中的 戴晖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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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 23卷第 2期） 版社，2021

年 6月

公正

民国研究（2020年

春季号，总第 37辑）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21年 5月

民国司法会议视角下的检察制度存

废之争

陈一

上海师范大学天

华学院商学院

民国时期县长兼理军法制度的演变

——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刘卫

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1932年《申报》禁邮案缘由新探 何飞彪

武汉大学历史学

院

“女”还是“婴”？——民国时期禁溺

女婴的思想观念及其内在冲突

李俊丰

广东第二师范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东京审判检察官诺兰档案的初步整

理及其研究价值

陈海懿

南京大学中华民

国史研究中心

民间法（第 25卷）

研究出版

社，2021年

3月

民间法视域下唐代立嗣亲子关系价

值取向及其启示

曹薇薇 /

中西方法律传统中的地理性

孙日华

/
赵卓越

德昂族习惯规范研究的回眸与前瞻 赵天宝 /

家规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现

代转化

刘志松 /

博弈视角下的清代乡村失序现象研

究——以徐士林《守皖谳词》及《续》

为范本

李悦田 /

民事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的互动——基于紫阳正堂司法档案

的考察

金怡 /

家礼与族规：家国谱系的制度逻辑 林树煌 /

武定团碑苗族土地使用权习惯法的

演进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徐建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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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Companhia）母体的合伙

（Sociedade）制度历史梳理——以

澳门民商法为视角

王华 /

“祭龙”议事与乡村治理 张利利 /

论藏式调解的司法整合

王林敏

/
王亮

我国农村纠纷化解难点的成因及治

理——基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治理

特征的解释

王韬钦 /

清代民间土地交易的习惯（法）探赜

——基于宁波地区契约文书的实证

研究

陶文泰

/

李学兰

清末民初湖南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

究及意义

夏新华

/
陈仁鹏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荷兰阿达特法 张泽 /

习惯法对法律现代化的稳定作用—

—以英国古典普通法的习惯法特征

为例

王永祥 /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藏族与日本古

代对偶婚比较研究

孙璐 /

民商法论丛（2020

年第 2期，总第 71

卷）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21年 1月

教会财团的概念及其在民法中的地

位

孙怀亮

曲阜师范大学法

学院

与公司比肩：信托在盎格鲁-美利坚

商业史中的力量

约翰·莫利

（著）

耶鲁大学法学院

严立（译） 北京大学法学院

清史论丛（2020年

第 2辑，总第 40辑）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21年 1月

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清嘉庆朝

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研究

倪玉平 清华大学历史系

清代广东绿营标兵与地方社会治安

防范研究

王爱英

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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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三藩”前西南土司地区法治之

混乱及其成因

方悦萌 云南民族大学

论清代的土弁恩赏与惩处 卢树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全球史评论（2021

No. 1，第 20辑）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21年 6月

中韩近世财产分割文书的比较 朱玫

中山大学历史学

系

《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

与跨文化政治》评介

魏怡多

首都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

人权研究（2021年

第 1期，总第 4期）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21年 3月

人权的历史维度与社会维度 何志鹏 吉林大学法学院

《世界人权宣言》中儿童权利条款的

来源与形成——关于起草史的回顾

化国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法学院

人权研究（2021年

第 2期，总第 5期）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21年 6月

中国共产党百年人权理论与实践 张晓玲

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

中国共产党人权理念发展中的政治

性维度与社会性维度的文献解读

常健

南开大学人权研

究中心

南开大学周恩来

政府管理学院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商业利用的法律

规制：美国州立法经验的比较与反思

陆海娜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人

权研究中心

赵赓 云南省财政厅

唐史论丛（第 32辑）

三秦出版

社，2021年

3月

唐代恐慌谣言与社会危机——开元

年间明堂“埋小儿”谣言考释

冯昊

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天圣令·田令》所见“杂子”考

付婷 山西师范大学历

史与旅游文化学

院

霍斌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

学（35）

巴蜀书社，

2021年 1月

文化危急时刻的侦探形象再造——

以晚清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为中心

邵海伦

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院两岸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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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

刑法论丛（2020年

第 2卷，总第 62卷）

法律出版

社，2021年

5月

英国法人非预谋杀人刑事责任的形

成、发展及启示

史蔚

中国人民大学

德国哥廷根大学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21年第 1期，

总第 71辑）

南京大学出

版社，2021

年 1月

婚姻法变迁、婚姻门槛摩擦失衡与青

少年犯罪

郝士铭 湖南大学法学院

张乐宁

美国圣弗朗西斯

大学社会学与刑

事司法系

刘冠宇

美国雪城大学麦

克斯韦公民与公

共事务学院经济

系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

评论（第 27辑：现

象学的边界与前

沿）

上海译文出

版社，2021

年 6月

法权现象学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思想

发展脉络——从施泰因和沙普到凯

尔森学派和G. 胡塞尔

倪梁康 浙江大学哲学系

现象学的法理学——阿道夫·莱纳赫

的《年刊》论文的再阐释

金贝莉·巴

尔策-雅雷

（著）

西安大略大学国

王大学学院

黄迪吉（译） 中山大学哲学系

宗教文学研究（第

23辑）

宗教文化出

版社，2021

年 6月

约翰·洛克《政府论·上篇》中的圣经

批判及其政治意蕴

袁朝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古埃及宗教对希伯来信仰与律法的

塑造

王思杰

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 21辑）

时事出版

社，2021年

6月

政治神学：施米特“宪法守护者”问题

的实质——以凯尔森为参照

尹晓兵 许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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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年上半年出版的其他汉语法律史期刊、集刊概览

编者按：本节表格所列刊物根据出版月份排序，月份相同者根据刊名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表 4 2021年上半年出版的其他汉语法律史期刊、集刊概览

刊（书）名 出版信息 论文题目 著/译/整理者

法律文化研究（第十

四辑）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21

年 2月

主编导读：英国法律文化研究评析 洪荞

比较法律文化视域的英美法 高鸿钧

论英国法制传统的形成与英国法体系的确立 叶秋华

“水和油”抑或“水与乳”：论英国普通法与制定

法的关系

李红海

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 梁治平

遵循先例原则与英国法官的审判思维和方法 叶榅平

中英先例制度的历史比较 王志强

英国法史学的“汉马克拉维”——纪念弗里德

里克·梅特兰逝世 100周年

陈灵海

爱德华·柯克爵士与英国法学近代化 于明

从查士丁尼到黑尔——关于《英格兰法释义》

结构来源的知识考古学考察

仝宗锦

公共性与宪法研究——戴雪《英宪精义》意

图考

何永红

论英国普通法土地保有权的建构及其内涵特

征

咸鸿昌

英国法传统中信托受益权的性质 吴至诚

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国问

题与英国经验

彭錞

中西法律传统（2021 2021年 3月 唐《县令箴》作者古之奇事迹考 霍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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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期，总第 16卷） 供招一致与清代的冤狱防治 蒋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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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元代法律史研究述评 张群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近代司法机构改革之困

境——以江宁司法档案为考察视角

李晓婧

张蓓

民初孔教入宪之争述论 刘奇

世界之眼光中国之问题——民国时期比较法

研究对立法实践的影响

黄涛涛

近代早期英国乡绅垄断治安法官原因探析

谢倩

邵政达

美国进步时代的刑事制度变迁 裴仕彬

司法征收在美国现代征收法体系中的定位 孙聪

德国魏玛宪法短命的法律文化要素分析 戴秀河

大陆法律史学发展七十年——基于中国法律

史教材、学术综述与论文集编写状况的考察

张岩涛

中华法理研究的范式转换——评《传统中国

法理观》

张应平

“人的文化原理”新探——《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研究》（第五版）读后感

佘文博

书生本色炼质文——《中国法律传统的再认

识》读后感

申巍

魏玛国家学（法哲学

与政治哲学评论第 6

辑）

商务印书馆，

2021年 6月

民主之基

凯尔森（著）

张书友（译）

凯尔森真的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吗？

阿里达·威尔森

（著）

李鑫（译）

法律与判决 施米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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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毅（译）

魏玛国家学思潮中的黑勒——中间道路上的

国家学

齐松

施米特关于宪法本质和修订界限的学说 韩毅

柏拉图《政治家》中的政治知识

格里斯伍德（著）

方旭等（译）

作为“第二自然”的历史、法权和国家——论谢

林的政治哲学

桑德屈勒（著）

温玉伟（译）

托马斯•格林的公民哲学（下） 刘佳浩

未来国家哲学初稿

张君劢（著）

陈立（校刊）

“古典法学”如何思考现代：评黄涛《法哲学与

共同生活》

杨洪斌

中西法律传统（2021

年第 2期，总第 17卷）

2021年 6月

沈家本《周官》创获考论 文扬

论苏轼的法律思想 雷定美

允执厥中：中国古代的刑罚原则及其用刑观

念

杨丛笑

论吉同钧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的续订 陈丽

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中“行法”“行政”的 概念

嬗变——以中日学者对译“administration”词

汇为中心

冯晓川

张雨

满眼蓬蒿共一丘——由资政院审视晚清君宪 李启成

三权到五权：清末民国的权力理念与实践 贺彤

希伯来圣经中的婚姻法律制度研究 曾婷婷

亨利·梅因的古代法典及其现代启示 李宏基

“欲望与束缚” ——16至 18世纪中英女性性

犯罪的原因比较 

龚珊珊

严小翔

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认知变迁与未来研究展

望——从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的法学研究切

刘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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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民族学与比较法

弗朗兹·冯·本达-

贝克曼（著）

王伟臣、王鲁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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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1年上半年出版的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表格所列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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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赵晶教授提供相关资料。

表 5 2021 年上半年出版的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出版时间 完整目录或所载法律史论文信息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第

24 号 島善高先生追悼

号）

2021年 3

月

論説

『令集解』所引の博士説について（宮部 香織）

「万世一系の天皇」について補論—水戸学の「一姓」論を中心に

—（関口 直佑）

天聖厩牧令復原唐令の排列について—唐代厩牧令の構造解明に

むけて—（河野 保博）

叢說

「明法家」術語瞥見（瀬賀 正博）

日本中世の裁判手続における和与・私和与に関する理解の現状に

ついて（西村 安博）

「公事方御定書」伝本の一形態—宝暦増修を部分的に存する伝本

—（高塩 博）

熊本藩における女性の「盗賊」の定義と法運用（山下 葵·安高 啓

明）

衛藤即応の日本国憲法論（頼松 瑞生）

嶽麓秦簡司法文書集成『爲獄等狀四種』譯注稿—事案九（陶安 あ

んど）

敦煌本唐職制律断簡再論—趙晶著「中国国家図書館蔵両件敦煌法

典残片考略」を読みて—（岡野 誠）

史料紹介

昭和期の尾佐竹猛(補遺)—高等試験臨時委員への任免と「天皇機

関説」をめぐって—（山口 亮介）

第一軍団(京都)における軍事占領裁判所の運用について（出口 雄

一）

中世イングランドの非訟事件記録 : イギリス中世手書史料閲読

雑感—（北野 かほる）

研究ノート

弁護士山崎今朝弥の甲府事務所探訪記（村上 一博）

書評

菅谷幸浩著『昭和戦前期の政治と国家像—「挙国一致」を目指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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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荒邦 啓介）

文献目録

高橋雄豺博士単行書及び関連文献目録（吉原 丈司）

追悼文

島善高先生略歴·主要著作目録

小林 宏 岡野 誠 高塩 博 坂本一登 谷口眞子 大園隆二郎

打越孝明 原田一明 西村安博 齋藤洋子 星原大輔 関口直

佑 白春岩 村上一博

法制史研究（70）
2021年 3

月

論説

清代中期における徒刑の変質と「里程」の導入 （キム・ハ

ンバク）

魔女裁判と学識法曹―ヴェストファーレン公領における魔女裁

判実務（前田 星）

学界動向

裁判史・政治史・経済史の対話―近世日本の法的世界を問い直す

趣意文（高槻泰郎）

近世裁判史研究の可能性（杉本史子）

複合国家の裁判と法（大平祐一）

中近世の裁判と合意形成（松園潤一朗）

近世期市場経済における商秩序（高槻泰郎）

《シンポジウム報告》

① 日本における法史研究の歴史報告

ミニ・シンポジウム「日本における法史研究の歴史」趣旨説明（田

口正樹）

明治期における日本法制史学の展開図（神野 潔）

東洋法制史学の生成（赤城美恵子）

明治前期における西洋法史学の誕生（藤野奈津子）

コメント

「史学」成立の文脈からみた日本の法史研究の始まり（松沢裕作）

実定法学の観点からのコメント（大中有信）

② 日本法史／法制史テキストの可能性―初学者への問いかけ

と隣接領域への広がり

はじめに

「日本法制史の教科書」に何を求めるか（新田一郎）

法の黄昏と法制史の意義（大屋雄裕）

法学教育における日本法制史への期待―『日本法史から何がみえ

るか』『概説日本法制史』へのコメント（内田 貴）

書評

額定其労＝佐々木健＝髙田久実＝丸本由美子編集『法制史学会七

〇周年記念若手論文集 身分と経済』 黒瀬にな 優先的判断事

項の争奪と出訴方法―鎌倉末期公家訴訟にみる「沙汰之肝要」設

定の実態 高谷知佳 中世京都の赦免（西村安博）

山口亮介 天保・弘化期のオランダ法典翻訳における burger 関連

語の訳出―『和蘭律書』「断罪篇」を中心に 髙田久実 贖罪・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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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から罰金刑へ―明治初期の刑事罰と法典化 大泉陽輔 近代

日本における特許権者の素描（岩谷十郎）

高塩 博 江戸幕府の「敲」と人足寄場―社会復帰をめざす刑事

政策（丸本 由美子）

幕藩研究会 編 論集 近世国家と幕府・藩（杉本史子）

藩法研究会 編 幕藩法の諸相―規範・訴訟・家族（大平祐一）

赤司友徳 監獄の近代―行政機構の確立と明治社会（兒玉圭司）

近代法の形成と実践―一九世紀日本における在野法曹の世界（三

阪佳弘）

藤田大誠 国家神道と国体論―宗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学際的

研究（荒邦啓介）

上野利三 飛鳥浄御原律の存否について（榎本淳一）

本庄総子 慶雲三年輸租折衷法と熟田（服部一隆）

古田一史 雑工戸の変質と造兵司の解体（十川陽一）

花田卓司 観応の擾乱期の恩賞宛行（亀田俊和）

松園潤一朗 中世における年紀法の機能と変容 長又高夫 『御

成敗式目』第八条の法解釈をめぐって（畠山 亮）

渡邉正男 丹波篠山市教育委員会所蔵「貞永式目追加」 木下竜

馬 新出鎌倉幕府法令集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青山文庫本貞永式

目追加」（西田友広）

片保涼介 近世日本の贖刑論の一考察（一）～（三・完）（高塩 博）

吉田正志 盛岡藩の罪と罰雑考（一）～（四・完）（安高啓明）

安高啓明 刑法草書の運用と罪状認定過程―盗賊・倉庫堅完を事

例に（山中 至）

林 真貴子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無資格者による法定代理とその

終焉（村上一博）

田中亜紀子 明治期における刑事弁護―治罪法導入前後の状況

（橋本誠一）

出口雄一 法の社会史的考察と「戦後法学」―一九六〇年代の基

礎法学方法論をめぐる覚書（高橋 裕）

小石川裕介 戦前・戦時下の人文社会科学と法学者（出口雄一）

額定其労＝佐々木健＝髙田久実＝丸本由美子編集『法制史学会七

〇周年記念若手論文集 身分と経済』 額定其労 奴隷なのか、

従属民なのか―清代モンゴルにおける主従関係と人身売買 木

下慎梧 清代中国における府の初審機能―越訴の受理と審理に

着目して 林 政佑 日本統治時代台湾における未成年者犯罪の

処遇―裁判実務に着目して（高見澤 磨）

山本英史編 中国近世法制史料読解ハンドブック（久保 茉莉

子）

大清律 刑律―伝統中国の法的思考一・二（中村正人）

金子 肇 近代中国の国会と憲政―議会専制の系譜（西 英昭）

矢木 毅 朝鮮朝刑罰制度の研究（田中俊光）

小野仁美 イスラーム法の子ども観―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でみる

子育てと家族（嶺崎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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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倉和歌子 中世エジプトの土地制度とナイル灌漑（吉村武典）

宮宅 潔 秦代徭役・兵役制度の再検討（小林文治）

大知聖子 爵保有者の階層にみる両晋・北魏の爵制運用の比較

（小林 聡）

小島浩之 『唐六典』の編纂に関する一試論―『初学記』と『唐

六典』の注（岡野 誠）

川村 康 挙重明軽・挙軽明重と比附（陶安 あんど）

鏑木 丞 北宋元豊大理寺攷―司法制度再編の一側面（平田茂

樹）

七野敏光 元代検屍制度をめぐる一裁判案件について（植松

正）

五味知子 清代の告示からみた地方官と士民―『点石斎画報』を

手掛かりに（山本英史）

山内民博 一八五二年朝鮮『平安道中和府壬子式年戸籍』初探（井

上和枝）

萩原 守 清代モンゴルにおける犯罪者の捕獲期限（額定其労）

額定其労＝佐々木健＝髙田久実＝丸本由美子編集『法制史学会七

〇周年記念若手論文集 身分と経済』 菅尾 暁 表見相続人の

和解行為に関する追認問題―Scaev.D.2,15,3,2 塚原義央 ユリア

ヌスの法解釈―アクィリウス法を素材に 佐々木 健 古代ロ

ーマの提示訴権と評価額減殺―学説彙纂第一〇巻第四章第九法

文第八項（ウルピアーヌス『告示註解』第二四巻）に見る「価額

を下回る」（田中 実）

上口 裕 カロリーナ刑事法典の研究（藤本幸二）

粟辻 悠 模擬弁論に登場する弁護―伝クインティリアヌス『小

模擬弁論集』を題材に（吉原達也）

清水 悠 果実概念の形成―女奴隷の子（partusancillae）は果実

に含まれるのか？―果実の帰属と使用取得の可否を中心に（宮坂

渉）

田中 実 不倫遺言の訴の法学による規範化―キュジャースの

註解を手掛かりに（五十君麻里子）

吉原達也 宮崎道三郎博士講述『比較法制史』第二部 独逸法制

史 宮崎道三郎博士の羅馬法講義について（林 智良）

出雲 孝 近世ドイツの市民法学における数学的方法の試み―

ライプニッツ＝ヴォルフ学派の方法論とそれに対する法学者ネ

ッテルブラットの応答を手がかりに 近世自然法論における継

続的契約概念の萌芽―クリスティアン・ヴォルフの契約理論を中

心に（佐々木 健）

鍵和田 賢 近世神聖ローマ帝国における「不寛容」のあり方―

一八世紀初頭の都市ケルンにおける「居留民条令問題」を事例と

して（蝶野立彦）

河村浩城 ドイツ帝政期の法律相談援助（荒井 真）

櫻井利夫 （補論）中世盛期バイエルンの貴族ファルケンシュタ

イン伯の城塞支配権―領域支配権の視角から（田口正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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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 猛 中世後期アンジュー公国におけるルネ・ダンジューの

奉仕者集団～ボーヴォー家～（一）（薮本将典）

鈴木山海 近世ドイツ裁判制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帝国宮内法

院を中心に（辻 泰一郎）

西川洋一 ウルブリヒト期ドイツ民主共和国における行政の裁

判的統制をめぐる一議論（大西楠・テア）

野田龍一 シュテーデル美術館事件における占有訴訟の一考察

―『勅法彙纂』C.6.33.3と『改訂改革都市法典』6.2.1 シ

ュテーデル美術館事件における係争物処分禁止―一八二一年四

月二一日イェーナ大学鑑定意見をめぐって シュテ

ーデル美術館事件における証拠保全―「ことがらの永久の記憶の

ための証明」 シュテーデル美術館事件における訴訟

手続の受継―シュテーデル美術館所蔵史料をてがかりに

（上田 理恵子）

原田俊彦 ただ一つの出来事―トマス・ジェファソンの歴史認識

（大久保 優也）

藤本幸二 刑事手続における記録へのアクセス権の本質―刑事

弁護の史的分析試論（若曽根 健治）

牟田和男 都市の教養エリートと魔女迫害―宗教改革・三十年戦

争を背景にしたアルザス帝国都市ハーゲナウの場合（小林繁子）

藤川直樹 一九世紀ドイツ公法学における「君侯法」―王位継承

法理論の展開を中心として（一）～（五・完）（松本尚子）

会報

学会記事

報告要旨

訃報

追悼の辞

藤田弘道先生を偲んで（長谷山 彰）

利谷先生を偲ぶ（水林 彪）

平成三一年・令和元年法制史文献目録

日本法制史文献目録

東洋法制史文献目録

ローマ法・西洋法制史文献目録

欧文レジュメ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ume

61, Issue 1)

2021年 5

月

EDITORIAL

Winner of the AJLH Alfred L. Brophy Prize

ARTICLES

Eleanor Marie Lawrence Brown, Why Black Homeown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Caribbean American than African American in New York:

A Theory of How Early West Indian Migrants Broke Racial Cartels in

Housing

Conor Hanly, Jury Selec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

Marianne González Le Saux, The Paradox of Apolitical

Professionalism: The Bar Association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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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e, 1920s-1950s

Assaf Likhovski, The Rise and Demise of Constitutional Duties in

Israel

BOOK REVIEWS

Kimberly Welch, Ariela J. Gross and Alejandro de la Fuente, Becoming

Free, Becoming Black: Race, Freedom, and Law in Cuba, Virginia, and

Louisiana

Shaun Ossei-Owusu, Sara Mayeux, Free Justice: A History of the

Public Defender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Hector L MacQueen, Giancarlo Frosio, Reconciling Copyright with

Cumulative Creativity: The Third Paradigm Katie Scott, Becoming

Property: Art, Theory and Law in Early Modern France Will Slauter,

Who Owns the News?: A History of Copyright Derek Miller, Copyright

and the Value of Performance 1770-1911 Elena Cooper, Art and

Modern Copyright: The Contested Image

China Legal Science,

2021,9 (02)

2021年 3

月

Song Lijue & Ma Xiaohong, Legal Thoughts in Dynasti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China Legal Science,

2021,9 (03)

2021年 5

月

Dong Xiaobo & Zhang Yafang,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Classic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ume 39, Issue 1)

2021年 2

月

IN THIS ISSUE

In This Issue

ORIGINALARTICLE

Alan McPherson, Counterterrorism in American Civil Courts: The Role

of Letelier v. Republic of Chile

Ofra Bloch, Hierarchical Inclusion: The Untold History of Israel's

Affirmative Action for Arab Citizens (1948–68)

Vanessa Mongey, Protecting Foreigners: The Refugee Crisis on the

Belize–Yucatán Border, 1847–71

Casey Marina Lurtz, Codifying Credit: Everyday Contracting and the

Spread of the Civil Code in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

Emma Cavell, The Measure of Her Action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Anglo-Jewish Women's Litigation at the Exchequer of the Jews,

1219–81

Catherine L. Fisk, “People Crushed by Law Have No Hopes but from

Power”: Free Speech and Protest in the 1940s

BOOK REVIEW

Elena Cooper, Will Slauter, Who Owns the News? A History of

Copy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xii, 352.

$30.00 paperback (ISBN 9781503607712).

Margaret McGlynn, K.J. Kesselring, Making Murder Public: Homicid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480-16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vi, 156. $85.00 hardcover (ISBN 9780198835622).

Ayesha Ramachandran, Chenxi Tang, Imagining World Order:

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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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60. $59.95

hardcover (ISBN 9781501716911).

Scott A. Carriere, Andrew Phillips and J.C. Sharman, 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72. $40.99 hardcover (ISBN

9780691203515).

Angela Lee, Andrea Freeman, Skimmed: Breastfeeding, Race, and

Injus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04.

$28.00 hardcover (ISBN 9781503601123); $28.00 ebook (ISBN

9781503610811).

Andreas Kuersten, Ronit Y. Stahl, Enlisting Faith: How the Military

Chaplaincy Shaped Religion and State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x + 384. $41.00 hardcover

(ISBN 9780674972155).

Kathryn Birks Harvey, Sarah A. Seo, Policing the Open Road: How

Cars Transformed American Freedo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52. $28.95 hardcover (ISBN

9780674980860).

ADDENDUM

Kaius Tuori, Narratives and Normativity: Totalitarianism and Narrativ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Legal Tradition after World War II —

ADDENDUM

CORRIGENDUM

Jud Campbell, Testimonial Exclusion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Early

America – CORRIGENDU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ume 39, Issue 2)

2021年 5

月

IN THIS ISSUE

In This Issue

FORUM: RETHINK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HILDBIRTH: INFANTICIDE IN PREMODERN EUROPE AND

THE MODERNAMERICAS

Sara McDougall & Felicity Turner,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hildbirth: Infanticide in Premodern Europe and the

Modern Americas

Sara McDougall, Pardoning Infanticide in Late Medieval France

Sara Beam, Turning a Blind Eye: Infanticide and Missing Bab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Geneva

Felicity Turner,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form: Prosecuting Infant

Murder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Nora E. Jaffary, Maternity and Morality in Puebla's Nineteenth-Century

Infanticide Trials

FORUM: ORIGINALISM AND LEGAL HISTORY:

RETHINKING THE SPECIALRELATIONSHIP

Jonathan Gienapp,Written Constitutionalism, Past and Present

John Mikhail, Does Originalism Have a Natural Law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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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ESSAY

Susan Bartie, Taking the Discipline of Law Seriously: Twining, Arthurs,

and Histories of Academic Lawyers

Nick Mayhew, Government, Money, and the Law

BOOK REVIEW

Lorna Hutson, Stephanie Elsky, Custom, Common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x, 224. $70.00 hardcover (ISBN

9780198861430).

Emily Ireland, Kathryn D. Temple, Loving Justice: Legal Emotions in

Blackstone's Englan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viii, 265. $45.00 hardcover (ISBN 9781479895274).

Dina Gusejnova,

Christopher Casey, Nationals Abroad: Globalizati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16. $39.99 cloth (ISBN 9781108784047). -

Nimisha Barton, Reproductive Citizens: Gender, Immigration,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France, 1880–194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06. $54.95 cloth (ISBN 9781501749681).

Eric M. Adams, R.W. Kostal, Laying Down the Law: The American

Legal Revolutions in Occupied Germany and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72. $55.00 cloth (ISBN

9780674052413).

Tina Piper, Eric H. Reiter, Wounded Feelings: Litigating Emotions in

Quebec, 1870-195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0. Pp.

504. $33.71 paperback (ISBN 9781487526986).

John M. Collins, Francis Lieber and G. Norman Lieber, To Save the

Country: A Lost Treatise on Martial Law,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 Smiley and John Fabian Wi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52. $55.00 hardcover (ISBN

9780300222548).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ume 42,

2021)

2021年 4

月

Thomas Mohr, Natural Law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reland – State

(Ryan) v Lennon and its Aftermath

Manuel Vial-Dumas, The Matrimonial Family in Byzantine Imperial

Law: An Overview from Late Antiquity Until the Tenth Century AD

Ashley Hannay, ‘By Fraud and Collusion’: Feudal Revenue and

Enforcement of the Statute of Marlborough, 1267-1526

Scottish Legal History Group Report 2020

Sir John Baker, Migrations of Manuscripts 2020

Ciaran McCabe,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50-1950 (by William

Cornish, Stephen Banks, Charles Mitchell, Paul Mitchell and Rebecca

Probert,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9, 2nd ed., lvii + 721 pp.

(including index)., £39.99 (paperback), ISBN 9781849462730)

Andrew Lewis, Tithe Personal and Prae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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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Brand, Dower Ex Assensu and Trial by Jury and Trial by Witnesses

in the English Medieval Common Law

Kevin Costello, Mandamus and Borough Political Life, 1615 to 1780

Anat Rosenberg, Exaggeration: Advertising, Law and Medical

Quackery in Britain, c. 184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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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1年上半年出版法律史书籍提要

编者按：本节综合参考了 “豆瓣读书 ”（ http://book.douban.com）、 “豆瓣阅读 ”

（ http://read.douban.com）、 “中国法学创新网 ”（ htps://www.fxcxw.org.cn）、 “法制网 ”

（ http://www.legaldaily.com.cn ）、 “ 京 东 ” （ http://www.jd.com ）、 “ 当 当 网 ”

（ http://www.dangdang.com ）、 “ 芸 台 购 ” （ http://www.yuntaigo.com ）、 “ 上 饶 日 报 ”

（http://paper.srxww.co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http://www.phcppsu.com.cn）、“中国

历史研究网”（http://hrc.cass.cn）等多家网站信息。所有网站均系于 2021年 10月 19日最后

访问。本节书籍排列以出版月份先后为序，同月出版书籍按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德]托马斯·杜斐、[德]斯特凡·鲁珀特、李富鹏编：《柏林共和时代的德国法学》，郭逸

豪、王泽荣、蒋毅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1月

两德统一已经过去 30年之久，对 1990年以来的德国法学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的发展

进行回顾和反思，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场域，它所展现的

实际上是整个西方世界法律发展的现实缩影。本书汇聚了德国法学各分支学科——包括基础

法学、公法、私法、刑事法以及欧盟法与国际法——的中坚学者，试图将各学科的最新发展，

置于世界剧烈转型的背景之下，尤其是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进程之中，以便揭示德国法教义学

上的微小变化如何折射出大时代的投影。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月

本书以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

为研究对象。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

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

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

“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

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刘统：《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1月

本书全面叙述 1946-1949年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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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 1942年伦敦成立联合国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开始，叙述日本战争罪行调查的两个阶段

以及战犯确认和逮捕的过程；第二部分分 10章详细介绍十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

第三部分为五个重要战犯和上海集体审判日军将领案的审判经过；第四部分介绍了四个重要

涉外案件的审判；第五部分探讨了审判的相关问题；第六部分附录日本重要战犯名录和审判

日本战犯统计表。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1月

本书是作者以 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

葛的通俗读物，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一改制度叙事的严肃刻

板印象，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

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的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

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本书以开放的历史话题、充满问

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对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历史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

解答了“历史并不一直向前”这一隐蔽逻辑。作者既能从已有的史观中提出新见解，又能从悉

知的史料中得出新史观；其带有问题意识的讲述方式充满了探讨的可能性与话题的延展性。

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月

本书是作者的自选集。作者通过对自古罗马以来的中西方古代法律史和法律传统的细致

研究，分析存在于古代法律制度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

在面对体现人性基本价值的共同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法理和治理手段、所积累的不同文化经

验，并在梳理这些传统和现象的同时，探讨法律的文化根基以及在不同文明中法治的演进道

路问题，也由此反思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这些文章立足于法律文化

观，将法律现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联系古今中外的法律传统和

法律现象，致力于对文化与法治的演进之道的追思。

梁治平：《法意与人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月

本书所收录的四十篇短文，以“古法丛谈”为主题，将中国古代法作为讨论的对象，研究

材料涉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历史典籍，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诸种文化和法律现象等。作者

追本溯源，围绕着“法意”与“人情”两个主题，以独特的法学视角，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文

化，探索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法律观念的萌生、法律制度的演变等问题。作者凭借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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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娴熟掌握，穿梭于中国古代法的历史中，同时将其与其他文明体系的法律进行比较，旨

在对中国古代法作富于同情的理解，从而由中国文化的设计与格局，去认识中国古代法的真

精神。

[英]理查德·伯克、[英]昆廷·斯金纳主编：《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张爽译，格致出

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1月

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学说的现代早期观念最早形成于

16世纪末到 17世纪中期，极大地受益于罗马对政府形式的思考和雅典关于民众权力的理念。

本书追踪了这一学说的历史演变，细致审视了人民主权学说演变中的重大历史时刻，囊括古

代、中世纪欧洲、现代早期和现代等多时期，阐述了博丹、西塞罗、亨利·帕克、埃德蒙·伯

克、马克斯·韦伯等人的人民主权理论。

[德]黑格尔：《论自然法》，朱学平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1月

本书实为青年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发表在其与谢林合办的《哲学批判杂志》上面的一篇名

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二部分，黑格尔从自然法的研究方式的角度对西方近代自然

法理论中的经验主义路向（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自然法理论）和形式主义路向（康德

和费希特的自然法理论）进行批判，第三部分，黑格尔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阐发

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结合现代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对自然法理论进行重构；第四部分，

探讨了自然法与实定法学的关系问题。自然法理论在康德、费希特那里达到顶峰之后，黑格

尔此篇论文开始批判并试图超越现代近代自然法理论的视域，在一定程度了奠定了他后来法

哲学思想的基础。本书翻译出版，一方面有助于读者理解黑格尔耶拿初期法哲学、政治哲学

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明白他批判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论的最初动因。

甘藏春：《土地正义：从传统土地法到现代土地法》，商务印书馆，2021年 1月

本书以 1949-2019年间中国社会变革与土地制度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追寻中国土地法从

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过程，发现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围绕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而展开

的，其中土地法也开始从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因而，现代土地法的概念也

必然发生变化。土地法就是调整人们在土地利用过程中的内在性和外部性之间关系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与土地制度的正义性相联系，土地的本质属性只能是土地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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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永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年 1月

本书对 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情况进行系统回顾和

深刻反思，并在反思基础上就未来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或者改进方向。为了使这项研

究达到应有的深度，本书选择了专题研究的方式，共确定了十八个专题，大体上涵盖了《刑

事诉讼法》的主要内容。其中大部分专题所涉制度已经实施四十年以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

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 1月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同志关于加强宪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

树立总结我国宪法制定修改工作的程序机制，深刻阐释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解决在立法实

践和理论研究中缺少我国制宪修宪工作系统翔实文件资料的现状，法工委宪法室相关人员系

统整理汇编了 1954年以来已公开的制宪修宪工作重要文献。

魏道明：《清代家族内的罪与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2月

在清代，对于绝大多数平民来说，家庭和家族几乎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唯一场域，自然而

然也就成为人们发生互动、冲突乃至犯罪行为的主要场域之一。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

使得司法格外关注家族内部的犯罪行为，并借助刑罚规范等级秩序，贯彻儒家伦理。本书以

五服制度为视角，从卷帙浩繁的各种刑案汇编中摘择关于家族内部犯罪的数十个案例，在此

基础上，着意总结在涉及此类犯罪时，清代各级法司的裁判标准与推理逻辑，以此说明宗法

等级秩序对法律的影响与支配，彰显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化的特征。

巢志雄：《诉权概念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 2月

本书稿是出版社 2015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诉权概念史”的成果，以“诉

权概念史”为题，围绕上述问题依次展开。《诉权概念史》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依次为“诉

权的罗马法起源”“诉权概念的近代解析”“独树一帜的法国诉权理论”。

王爱立主编：《刑法历次修改条文对照表（含十一个刑法修正案）》，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年 2月

为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刑法历次修改条文与相关旧条文的差异，掌握刑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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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的大体脉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参与历次条文修正的工作人员精心编纂了

本书，并以表格形式对新旧法条文进行对照。该对照表具有同序对照、醒目标识、明晰沿革

等三大优点。

赵晓耕：《中国古典法治的表达——再说韩非子》，商务印书馆，2021年 2月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主张治国者要灵活地运用“法、术、势”三者，而运

用的原则便是黄老之学。治人则要求刑名配合。韩非极力主张君主独揽大权，他的思想成为

以后中国君主专制独裁的理论根据之一。尽管历代帝王皆好言仁义，但他们却视法家思想为

治国的秘笈，所以有人说传统中国的政治史“外儒内法”，可见法家思想影响之深远。本书作

者以简洁的文字、丰富的材料，精辟地分析了韩非的生平、思想渊源和精髓，以及后人不同

的评价。

屈文生、万立：《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

年 3月

1842年《南京条约》、1844年《望厦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

1901年《辛丑条约》、1902年《马凯条约》……一部部不平等条约有如一帧刻度表，不断标

识着晚清帝国的“天朝崩溃”历程，也因此得到史学、外交学、国际法学的关注。然而跳出“大

历史”的宏观视角，上述旧约章本身以双语或多语拟就，其签订与履行过程中皆牵涉大量翻

译活动。而翻译的背后是语言的碰撞，观念的冲突，制度的龃龉，权力的对比，乃至人心的

诡谲……翻译非易事，也并非小事。本书正是通过对上述六大不平等条约中英文约本及其缔

结与履行过程的翔实查考，以条约的不平等与翻译的不对等为双焦点，从语词出发，从文本

出发，从历史的细部出发，厘清、补写乃至重构晚清旧约章相关的历史叙事。这种跨学科研

究的进路，意味着对晚清旧约章的研究向动态化和纵深化转向。

范勇鹏：《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通过对美国制度的建立进行探源与复盘，提出了美国是“公司型国家”的观点，认为

美国国家的独立与创制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其制度理念也并非其所宣称的所谓“普世

价值”。通过进一步分析，作者还揭示了根植于美国宪法的制度弊端，不仅受商业利益考虑

影响，更受制于权责不清、真正权威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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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牧野英一：《法律的进化与进步》，孟祥沛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3月

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全书伊始便指出法律作为社会事实所具有的保守性与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主张以“法律解释的解放”来解决矛盾，修补

法律缺陷。在对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进行一一审视和评判后，

作者提出“法律社会化”的论断和主张，将之作为该书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了法律的进化和进步的辩证关系。该书还对公平主义、违法行为、无过失责任、权利滥用、

法律行为效力、刑法的主观主义等诸多法学理论问题以及保证担保、土地租赁权、事实婚姻、

工厂煤烟致害、电力盗窃、一厘事件等日本在 20世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难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许多见解时至今日仍然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美]劳伦斯·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周大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是作者于 1973年出版的法律史巨著，多次增补、再版。内容涵盖美国殖民地时期、

独立战争时期至 19 世纪中叶、19世纪下半叶与 20世纪四大部分，更论及刑法、民法、商

事法、海事法、婚姻法等各个领域，并深入探讨美国司法文化的变迁。本书是美国学术界公

认的完整深入研究美国法律史的著作。本书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法学界，在历史学、社会学与

文化研究等领域均受到高度重视，读者群遍及人文社科多个类别，书中的典故、案例也因作

者引人入胜的生动文笔而突破学术阅读的界限，引起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本书以丰富

的史料和案例带领读者实际了解法律条文判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脉络，进而认识美国两

百多年来的历史变化、社会巨变，以及受美国法律制度影响的当代世界。

上饶市方志敏研究会、上饶市法学会编著：《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江西人

民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酝酿、调查、甄别、撰写、修改等程序方才问世，详细分析了土

地革命时期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在不少方面丰富和深化了

中央苏区法制史研究，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的法制史著作。

闫晓君：《秦法律文化新探》，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对秦代的法律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析，包括秦法律文化的渊源、地位和影响，

秦人的法律文化观念，秦法律文化的内容（经济法、民事法、家庭婚姻继承法、刑罚文化、

司法文化、监察法文化、适用原则等）。研究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将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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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并吸收了学界对秦律、秦文化的近期新研究成果，为一部较为简明而又

能反映秦法律文化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专著。本书中的创新点在于，对秦之社会等级与婚姻

宗法继承的观照，在民俗中寻找古代律令的雏形，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贾文龙：《宋代地方法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与法律变迁的理论为指导，探讨了“唐宋变革”中地方的法

律与社会问题。作者以“司法结构”概念为研究思路，通过对宋代地方“司法结构”的构建与解

析，多角度展示了宋朝地方法律的运行全景。作者认为，宋代地方行政与司法中“非完整的

统治单元与完整的治理单元”并存矛盾，使宋代出现了“短安与长治”并存的社会治理局面，

对中国传统政法体制做出了新的阐述。

钟文荣：《宋代文书违法及防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以皇权与文书的互动关系为主线，以法律为基础，以揭示防治经验为目标，从宋代

文书立法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析了宋代常见的文书伪造，文书稽程，文书泄密，文书不实，

文书亡失、盗窃、非法买卖、非法雕印等问题，结合宋代社会历史，从不同角度梳理了宋代

文书违法产生的原因、危害及防治的多重举措及对当代的借鉴价值。

张小玲：《醒与觉：民初离婚中的男女平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的研究意在“穿越”到民初探寻在 1912 年至 1928 年离婚事件中“夫权”“妇权”的

博弈历程，揭示在民初这个过渡时期，婚姻领域中，男女平权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郝铁川：《杨兆龙评传——中国近代法学家群体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3月

杨兆龙是中国近代法学家的一个缩影，是中国近代法制史难以缺少的一章。作者曾是杨

兆龙的女婿的同事，和杨兆龙的女儿长期为邻，多次采访杨兆龙的两个儿子，收集并获赠大

量有关杨兆龙的第一手资料，历经三十个寒暑，终于完成这部书稿。这将是国内第一部杨兆

龙传记。

[德]陶安：《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释文注释》（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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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承担《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的整理以及撰写工作，出版之后得到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有学者指出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其释文和注释加以全面修订，为学术界

提供一个能够反映当下秦简研究及整理水平的新版本。该书收录了秦王政时代的司法文书

《为狱等状四种》竹木简共 252枚，内容为上奏的谳书，包含江陵、州陵等各地守丞对有关

刑事案例奏谳、审议和裁决的记录。本书以摹本代替《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的彩色和红

外线图版，力图结合两种图版最佳处，代表作者对两套图版的总认识。

于恩德著、姚建龙校勘：《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属于民国时期学术名著，如今重加校勘，收入“禁毒学丛书·近代禁毒研究经典校勘

系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同时也能为禁毒实务部门的禁毒工作提供参

考与借鉴。

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规范与立法资料精选》（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

3月

本书上编为“现行刑法规范”，收录了 1997年刑法典及其后至 2020年 12月间国家立法

机关通过的其他刑法规范；下编为“历史文献资料”，分两大部分精选收录了新中国成立至

1997年刑法典施行近半个世纪里我国的重要刑法立法文献和有代表性的刑法草案。在现行

刑法规范和刑法立法历史文献部分，都附有立法机关审议、通过这些立法文件时所作的说明、

汇报等文件，这些文件对正确理解、适用和深入研究有关立法规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聂鑫：《代议制的尝试与改良：中国近代国会制度的探索》，商务印书馆，2021年 4月

本书主要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尝试引入西方代议制（国会制度）并对其进行改良的

历程。自晚清设立资政院以来，近代中国便设立民意代表机关，但代议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本书分成三个部分，共十二章。前两部分（第一至七章）乃是检讨晚清到民

初国会运作的缺失，作者以宪法学与比较法为视角，检讨资政院弹劾军机案的“不法”、民初

国会垄断制宪权的“不当”，与民初政体之争的“无谓”。最后一部分（第八至十二章）研究南

京国民政府对于国会制度的“改良”。全书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中西宪法的比较以及作

者和学界对中国近代国会制度得失之反思，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精准深刻的近代中国代议制与

宪法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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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理查德·A. 科斯格罗夫：《法治：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学家戴雪》，何永红、丁于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4月

本书是关于 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宪法研究学者阿尔伯特·戴雪一生学术历程的个人

传记。作者借助之前尚未有研究者涉猎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戴雪与他人的通信和 1891年

之后其有关爱尔兰问题的笔记，细致地描述了戴雪并不平凡的一生，并从法学、政治、历史

和国际关系等侧面系统地揭示了戴雪的学术思想，为我们了解戴雪的生平、著作及其时代提

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 19世纪英国法学家在视角和思维方面的广泛

学识和古典修养。这本书既具可读性，亦具学术性，是传记作品中难得的佳作。

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4月

晚明是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时代，而祖制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难题。本书通过研究

祖制在明初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晚明政治活动中的工具性色彩，认为明代祖制已然与其形成初

期的制度基色不同，逐渐成了一套与构成其核心内涵的政治制度既附着又疏离的政治话语。

为了充分展现明代祖制作为政治话语的工具性，本书从“事件”“文本”“制度”三个角度开展研

究，以税使危机、征辟制度、经筵制度为切入点，通过深入研究相关制度在晚明实践的灵魂

人物和核心文本，分析“权宜之法”和“祖宗之制”的根本矛盾，认为当时的政治家面对政治危

机，无力改善，于是纷纷诉诸祖制，以求解时代难题。

[意]诺伯特·博比奥：《霍布斯与自然法传统》，何俊毅、琚轶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1年 4月

本书作者清晰地界定了霍布斯在整个自然法传统中的位置，并且探讨了霍布斯笔下的

“不完全社团”和“自然法与民约法关系”等诸多重要的论题，对于霍布斯政治思想的若干基础

和重要论题均进行了深入阐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与西方顶级政治思想家（诸如滕尼

斯、施米特、施特劳斯等人）皆有对话，是我们全面系统了解二十世纪霍布斯研究的一份不

可或缺的文献。

杨坤：《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4月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周代宗法制度的内容及演变轨迹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

书中共分为六个章节，总体说来，即主要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结合历史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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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周代各个时期不同（贵族）层级的宗法制度作尽可能细致的考察，

理清宗法制度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归纳每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探讨宗法制度演变的表现

与内在原因，以及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进而对周代宗法制度的演变历程及规律有较为明晰的

认识。本书对理解两周时期宗族内部关系与结构，以及宗族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如何参与国

家事务有重大意义，以及对把握两周时期国家政治运作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皆有重大意义。

李叶宏：《唐朝域外朝贡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4月

唐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朝贡管理机构，贡使服装与贡物皆有特色。唐朝详细规定了从

贡使入境、接待、进京到返回各个环节的礼仪制度。唐朝域外朝贡制度分为“内圈”“外圈”两

种，该制度在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初具规模，在唐高宗、唐中宗（初次执政）、唐睿宗（初

次执政）时期基本定型，在武则天、唐中宗（二次执政）、唐睿宗（二次执政）、唐玄宗时期

进一步调整，在“安史之乱”后日渐式微。唐朝域外朝贡制度有时不能顺利实施，朝贡争议由

唐朝政府负责解决。唐朝域外朝贡制度对中原地区与藩国具有重要的文化影响。本书运用整

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朝域外朝贡制度的形式、内容、特征、演变、实施等进行

了系统研究。

杜立晖：《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4月

本书通过细心爬梳 800余件汉文、蒙古文黑水城相关文献，检出大量保留其中的不见于

传世典籍的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的细节，结合新发现的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和传世文献等

材料，对学界鲜少涉及的元代地方行政运作机制首次进行了系统性探索。该成果不仅补史之

阙，勾勒出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的基本面貌，并首次系统展示了元代地方行政体制诸多侧面的

运行实态，大大拓展了对元代地方行政体制内涵及运作的已有认识。

桑兵、关晓红主编：《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5

月

本书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中的一部，为该丛书的“法政编”。受域外学术

的影响和内在发展的驱动，近年来法制史研究渐呈活跃态势，无论文献的整理出版还是研究

著述的发表，在各专史或各学史的领域都显得相当突出。本书在反思各类专史学史混淆比较

与比附状况频出的基础上，从近代中国的案卷、审判、机构改制入手，抽丝剥茧，逐渐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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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比较各方说法，不断接近本事的真相，一方面因缘各方的态度有别，进而考察各方与

此事的关系各异，将所谓法制史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司法问题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法

制史为范围，试图由社会的动态变化中见常情。

翟志勇：《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九州出版社，2021年 5月

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现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以“八二宪法”为开端的改革宪法阶段稳固下来，“八二

宪法”是否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时代的大变革？本书重新梳理看似“失败的遗产”的中国宪法

史，藉此透视现代中国的建构路径，理解“宪法何以中国”。本书以历史主义的视野和方法，

内在地描述中国宪法的动态演进过程，但并未被浪漫主义的民族文化诉求诱惑，而是转向以

历史为公器的普遍主义反思。作者不仅关注中国宪制的发生学，也关注世界法权秩序的重建，

思考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使命。

[古罗马]优士丁尼主编：《法学阶梯》（第三版），徐国栋译，[意]阿尔多·贝特鲁奇、纪

慰民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 5月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共 4卷 98题。533年，《法学阶梯》作为罗马帝国公立法律学校

五年制法学教育一年级“法学导论”性的教材问世，是《民法大全》的简写本。罗马帝国覆亡

后，该书于 12世纪经波洛尼亚学派学者还原，对近代法学教育和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

为这两者提供了合理的体系和内容，即法学阶梯体系和以 830 个法言表征的现代民法问题

域。《法学阶梯》被誉为“西方文化的基础设施”，现代的每一部民法典，都可以看作本书或

直接或间接的衍生物。本书特别采用拉丁文-汉文对照体例，以利阅读与研究。

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续编》，中西书局，2021年 5月

本书上篇聚焦“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的命题，先进行资料审查；下篇围绕“汉代体系、

律学新研”展开，尝试对汉律体系等问题进行解答。先入为主地去否定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一如据出土文献去否定传世文献一样，均不可取。一旦预设了疑或信的前提，思路也将由开

放走向封闭，要在疑与信之外探寻路径。作者提醒我们，面对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差

异，简单地是此非彼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合理解释差异及其成因才是关键。

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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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本书是一部探索中国法律文化原理及其意义的原创性著作。作者从法史中抽绎法理，用

法理来解读法史，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道德原理，指出道德原理植根于万物井然有序

与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理，符合人类的理想追求。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幅中国法律文化哲学的

图景，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文化之道的思考和追问。

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5月

乡里制度史研究主要有两个切入点：一是王朝国家的乡里控制制度，着眼于国家对于乡

村地区的控制，重点放在乡里制度的内涵、结构与实施、变化方面；二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

度”，亦即乡村社会内在的秩序与组织。本书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揭示国家控制

与乡村自治两种制度与传统在历史过程中的矛盾、结合及其互动关系。在王朝国家的乡里制

度研究方面，将重点放在王朝国家的乡里制度推行到全国不同地区的历史过程、区域差异及

其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上；而在乡村自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将把重点放在不同地区不同

时期的自治组织及其与王朝国家的乡里制度的关系上。本书兼顾国家制度与乡村实态两个层

面，全面系统，纵贯数千年历史进程，立足历史而又观照现实，是研究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

力作。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 5月

本书分两部分，一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二是中华法系的现代化。在中华法系的特点部分，

下分三小部分，分别讲述中华法系法制的法家化、法官的儒家化和民众法意识的鬼神化。在

中华法系的现代化部分，下分近代化与现代化，近代化部分分析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法系近代

转型的客观历史；现代化部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70年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阐

释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同政治时期法律发展的特征，其中特别侧重了文化传统与立法，改革开

放与现代化范式，进而总结当代法治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全书 19章，既在时间上贯通古今，

用丰富的史料展现了中华法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又在空间上兼容政治学说，深刻解析了中国

法治建设的客观社会政治基础、传统文化积淀、历史发展惯性，阐明中国法治道路是中国政

治发展与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是适合国情的，是最好的法治时代。

崔林林主编、张守东执行主编：《道法古今：自然法与中西法律传统》，法律出版社，

202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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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题涵盖自然法的起源、性质、作用与中西比较等内容。各篇论文的作者为来自中

外各国研究自然法的一流学者，代表了当今学界对自然法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收入了舒国滢

《论自然法理论》、菲尼斯《自然法：实践理性与创造信息》、崔林林《司法场域中情理叙事

的自然法意涵》、张守东《朱熹执法辨析及其自然法思想》、宇培峰《“礼”——中国的“自然

法”》、王亚敏《孔子政治观的自然法解读——以“子贡问政”为中心》等学术论文。

万齐洲：《京师同文馆输入的国际法术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6月

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为了应对时局，于 1862年夏天成立了京师同文馆。该馆

本是一所语言学校，自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成为总教习之后，渐渐变成了介绍西方法律文化

的重镇，而国际法著作的译介尤为详细。面对语义精细的国际法专门术语，并非修习法科的

丁韪良等人克服重重困难，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著作，并采用古典翻新、中

西涵化等方式，译定了一批国际法术语。比如，“International Law”、“Sovereignty”、“Citizen”、

“Territory”、“State”分别被译为“公法”、“主权”、“人民”、“疆”、“邦”。本书力图探求这些词

语的西义及汉语对译词的古典意义，厘清其流传、变异、定型过程，进而阐述其对近代国人

思想的影响，由此窥见近代中国异彩纷呈思想文化内容之一斑，亦展现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

中西文化的差异。

彭剑：《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6月

本书勾画出清季制宪从钦定到协定再到民定这一转变过程。清廷认识到宪法可以巩固君

权，并认定用钦定的办法制宪是确保宪法巩固君权的不二法门。这与民间所主张的制宪方法

冲突，预备立宪期间的制宪活动，遂演化成一场制宪权的争夺。从 1908年的《宪法大纲》

到 1911年的大清帝国宪法草案，清廷均坚持钦定，牢牢控制制宪权。但在革命风暴的冲击

下，清廷放弃钦定，并很快连协定也放弃，宣布帝国宪法全由民定。只是此时已经民心尽失，

清廷非但未能巩固君权，且未能保住君位。本书立足《汪荣宝日记》和资政院档案等丰富资

料，还原清末立宪史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黄中业：《秦法之变》，新星出版社，2021年 6月

本书从秦国法制建设的角度对商鞅变法以来的秦进行了考察和详述。七国之中，秦国变

法最为彻底。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商鞅的变法改制使秦国富民强，进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

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后世历朝历代的法律体系也无不受秦法的影响。此书从历史的角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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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商鞅的“改法为律”，从秦法建立之初谈起，论及指导思想及法治理论，进而探讨了秦国的

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立法及其他法律等，为我们了解法制形成之初的原始形态提供了范

本。

王玉辉：《日本反垄断法的历史沿革与制度变迁（1947-2019年）》，上海三联书店，2021

年 6月

本书是反映日本反垄断法发展进程的系统性著作。在我国反垄断法治加速发展的今天，

系统研究日本反垄断法的历史沿革与制度变迁，有利于阐明垄断规制的共性问题，探寻出反

垄断法律移植的规律。本书对促进我国学界了解日本反垄断法全貌、填补我国在日本反垄断

法理论研究领域的空白、发展我国垄断规制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海鸥：《中国古代环境资源法律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6月

科学务实的研究目的和视角决定研究成果的整体面貌。鉴于环境法学科缺乏环境法律史

基础研究，中国法律史学科缺少古代生态环境资源法制通史研究，本书将研究定位于以古代

生态环境资源法制的基础性史料甄别和分析为主，其目的是为环境资源法学科的后续研究提

供历史基础，同时丰富法律史学科的研究内容，期待法律史学科研究能够更贴近现实问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本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环境资源法律思想和制度的梳理与解读，力

图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髓，促进全社会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生态法律

文化的核心观念与基本特征，为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历史基础。

袁锋：《专利制度的历史变迁：一个演化论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6

月

专利制度是历史的概念。本书以演化理论为模型，研究专利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基本

规律与主流趋势。本书试图跳出专利制度自身的界限，在一个宏观的大历史背景下，勾勒出

技术、经济、文化和权势因素的变化如何推进专利制度一步步演化的图景。本书研究了中古

时期不同科技文明国度没有形成专利制度的根源；在中世纪时期，威尼斯、法国、德国、英

国等国的专利特权制度演化的动因和规律；在工业时代，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欧诸国的专

利私权制度演化的动因和规律；在后工业时代，各国专利私权制度走向国际化乃至逐渐异化

的动因和规律。此外，本书还进一步探讨了在未来技术时代，专利私权制度将逐渐式微，以

及在没有专利制度的保障下，企业和产业可能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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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1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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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息来自公开渠道，热烈欢迎广大同仁补充。

会议名称 主办方 承办方 备注

地

点

时间

“来自何处”——中国

法律教育史研讨会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 /

协办方：上海市

法学会外国法

与比较法研究

会、《复旦大学

法律评论》

上

海

2021

年 4月

2日

“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法

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

研究行动计划第 17次

例会

湖南大学、吉林大学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浙江大学法理研究中

心、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秘书处、

《法制与社会发展》编辑部

湖南大学法

学院、湖南瀛

启律师事务

所

支持单位：岳麓

书院、中国法学

会法律史学研

究会、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法律

讲堂》（文史版）

栏目组

湖

南

长

沙

2021

年 4月

10日

至 11

日

天津市法学会法律史

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

“中国共产党与天津法

治”学术研讨会

/ / /
天

津

2021

年 4月

24日

梁柏台与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法制建设学术

研讨会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杭

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杭

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

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革命

根据地法制研究所、西北政法

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

/

协办方：中政智

库、浙江工业大

学文化与法制

研究中心

浙

江

绍

兴

2021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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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

方式研究院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

设与“龙山经验” 创新

发展研讨会

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

中心、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

与法治文明研究院

/

协办方：中政智

库、浙江工业大

学文化与法制

研究中心

浙

江

杭

州

2021

年 5月

16日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

研究会 2021年年会暨

“儒学法文化与国家治

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

上海市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

安阳师范学

院

/

河

南

安

阳

2021

年 5月

29日

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

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w and History）在线

双年会

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 / 线上举办 /

2021

年 6月

10日

至 12

日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历史、

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

会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清

华大学法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

心

/ /
北

京

2021

年 6月

12日

第四届中国法律史学

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

会议

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

分会

云南大学法

学院

/

云

南

昆

明

2021

年 6月

19日

儒学·法律·文化：跨学

科高端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法治文

化研究所、北京市法学会中国

法律文化研究会

/ /
北

京

2021

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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