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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总第5卷）》

内容概要

《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总第5卷）》由四川大学近代法文化研究所主办，计划每年出版1卷，公开
发行。四川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和《法律史评论》依托于四川大学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中国区域历
史与文化科研平台、四川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专门史以及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省级重点学科，立
足西南，面向全国，旨在推动学术交流，开展学术争鸣，倡导理论创新，繁荣近代法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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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里赞，男，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同年分配至四川大
学法律系任教至今。现任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理学和法律史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全国外国法制
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理学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四川省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
海峡两岸法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委员、民革成都市委常委（兼宣传与文史专委会主任）、民革四川大学委员会主
委，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委员（兼任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史学。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比较法学》
、《现代法学》、《法学评论》、《社会科学研究》等专业主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有多篇为《新华
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著有《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远离中心的开放》（四川大学出版社）、《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纠纷及其裁断》（
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国法文化的历史与现在》（法律出版社）等多部学术作品，参编教育部规划
教材《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主编教材《外国法制史》（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国法
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纠纷及其解决——以
民国四川县级司法档案为依据》，省部级社科项目《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纠纷裁断——以新繁、荣县和
井研县民国档案为依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读本》、《基层政权法治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研究》、《民国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以民国时期新繁地方基层纠纷解决为例》等；主编学术刊物《
近代法评论》和《望江法学》；曾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两项、教育部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
师奖、四川大学首届优秀教师奖、四川大学实德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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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文 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的原因探析 南宋纠纷解决的法律文化特质——以《名公书判清明集》立
嗣案件为视角 论明代官员在田租征收中的法律责任 论清末出洋考察大臣达寿的宪政观 1935年《中华
民国刑法》之“保安处分章”识小 近代中国刑法术语的输入与定型——《大清新刑律》对日本刑法术
语的移植及改造 民国初年司法诸相：司法转型与试法的人们 ——以江宁地方司法档案为例 宪政视角
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农业金融制度史论 ——从地权理论到制度文本 原生与继受之间：民国时期基层
社会律师问题研究 裂变与碎片：民国妇女离婚权利研究 1948年《埃及民法典》制订的历史考察 旧文
勘校 专题：法律解释 常识的法律解释 论法律之解释 论法律解释权 论法律解释之本质 法律解释论 法
律解释上之英美法源 书评 言于史，志存今——评俞江《近代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 皇权的政治危机
与法律的工具性：解读《叫魂》的 政治与法律 经典的另一种解读方式：读《风与草：喻中读（尚书
）》 历史需要书写，抑或是演绎？——读《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法律儒家化过
程中的女性——读《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变革与连续：《中国近代民事司法变革研
究——以奉天省为例》读后感 历史语境之下的法律史研究——李艳君《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
制度》读后

Page 4



《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总第5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876年1月1日，混合法庭开始受理第一起案件，至1949年被撤销，在其存续的70余年里，由
一个上诉法院和三个初审法院组成的埃及混合法庭受理了大量的民事与刑事案件，“在法院最为繁忙
的时刻，它存在70多名法官（三分之二以上是欧美人），1400余名雇工，一年下来能制订出四万余份
司法文书。”虽然混合法庭是对埃及国内司法权的粗暴干涉，但是它却为欧美法律移植与法律混合提
供了“试验场”，也成为了埃及法制近代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它将15国的领事法院混为一体，
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总领下。15个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促使西方的法律文化
达到最大限度的包容与混合；另一方面，它将埃及本土法官与西方指派的法官合为一组，这样一来，
埃及的法官能够立即、直观地接触到西方的实体法原则和程序法模式，而西方的法官也能够在案件的
审理过程中领悟到传统沙里阿的精神，逐使西方法律“伊斯兰化”，同时也让传统沙里阿原则“西方
化”。 所以，除去对国内司法权的干涉，混合法庭的设立，对埃及法律近代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它有助于埃及现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在混合法庭中反复演练的西方诉讼程序让埃及人民广泛
体会到欧美审判制度的公平与公开，不论当事人的地位、财富乃至官职，他们一律带着“对抗制”、
“纠问式”、“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等理念平等地参与诉讼。另外，混合法庭的运作体系也为现代法
院系统的雏形之一，逐被当代埃及司法机制所继承；其次，它促使了埃及律师职业的发展。原先的埃
及作为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未出现过特定的律师阶层，政治家、教法学家等被指派为“律师
”参与沙里阿法院的诉讼。但是，自混合法庭设立以来，律师作为全新的职业，大量出现于混合法庭
的诉讼活动中，他们不仅接受过欧美的法学教育、悉知西方的法律制度而且熟练地掌握欧美法院的司
法程序。这些游刃于混合法庭的律师不仅为埃及的法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备力量而且还为其余伊斯
兰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改革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再次，它为埃及近代法典的制订提供了实践基础
。1875年埃及《混合民法典》制订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混合法庭的民事诉讼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其后颁
布的1883年《国民民法典》也是在混合法庭的实践基础上对之前《混合民法典》进行的修改和完善，
特别是1948年重订的《埃及民法典》，它的修订理论大多来源于法典的编纂者阿尔·撒胡里在混合法
庭工作时的特殊经历，所以说混合法庭成为了埃及编纂近代化法典的实践基地；最后，它普及了埃及
民众的诉讼观念。在混合法庭之前，传统的伊斯兰法诉讼形式复杂、量刑较重、肉刑常见、审判也多
以秘密或是愚昧的方式进行。混合法庭的设立，让埃及民众重新了解到诉讼的价值，公正的法官阶层
、完善的律师队伍、严格的司法语言、规范的审判程序，使得人民不再害怕诉讼，深深改变了他们的
参与诉讼观念。然而，混合法庭的存在毕竟是列强领事裁判权干预的结果，这使得埃及的司法系统呈
现出畸形发展的态势，呈现出三套司法系统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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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总第5卷)》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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