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的类型化处理 ! 具有高
度的抽象化 " 体系化色彩 #

寺田先生延续了这种学风 !

如他曾在
!"#$

年 发 表 的 处
女作 $田面田底惯例的法
律 性 质%%%以 概 念 性 的 分
析为中心 & 中坦言 ' (本
文的目的在于类型性地阐
述惯例的法律性质 ! 所以
只 好 割 舍 惯 例 的 地 区 性 "

时期性的差异问题 ! 将明末
至民国初期的整个中国的事
例视为一个整体 ) ! "权利

与冤抑 # 寺田浩明中国法史

论 集 $ %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

年 % 第
!

页 &*

最后 ! 既然是类型化处
理 ! 必然有相应的标准与参
照系 ! 滋贺先生所采取的研
究策略是 ! (把欧洲的与中
国的法律文化看做对极性的
两端 ! 二元对立地来看待他
们 ! 并且立基在现代 +欧
洲 , 严格的法律概念的基础
上 ! 来掌握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所具有的特色 ) !林端 #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 # 韦

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 ' %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年 %

第
&!

页 & # 无论寺田先生对
契 约 概 念 的 比 较 史 探 讨 !

还是对中国 (非规则型法 )

概念的提炼 ! 都有极为明
确 的 西 方 参 照 系 # 然 而 !

在肯认不同于西方的契约 -

法 " 秩序的存在 ! 以避免
(错 置 西 方 法 " 近 代 法 样
式 ) 的谬误 ! " (非规则型

法 ) 之 概 念***以 清 代 中

国法为素材 ' % +权利与冤

抑 # 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

集 ' % 第
'('

页 & 之后 ! 他
进一步认为 ! 如果搁置中
国与西方秩序建构的模型 !

(依 据 近 代 的 现 实 而 论 的
话 ! 实际上两者的对比也
无法泾渭分明 ) ! 因此 (这
里的问题已经既不是历史发
展的前后关系 " .进步 / 与
.落后/ 的关系问题! 更不是
.西方 / 与 .东方 / 的问题 #

我们面临的是答案和方向都
仍旧不明晰的价值选择的问
题 # 既没有谁具有可用超越
性的方法来代表全体的 根
据 ! 反之 ! 亦无靠个私的叠
加式的累积便可保障全体之
生存的道理 # 既非因为有了
拥挤电车状况 ! 便可径直正
当化认为全体社会优越的选
择 * 反之 ! 主张个体优位
和本源性的一方 ! 则也不
能不在依据相应的事实的
基础上 ! 再行建构此主张
的逻辑基础和依据 # .近
代主义 / 的理论谅已衰弱
无力 ! 但恐怕也无法因此
便可以说 .近代主义批判 /

的 理 论 已 经 给 出 了 答 案 )

! " (拥挤列车 , 模型***明

清时期的社会认识和秩序

建构 ' % "权利与冤抑 # 寺

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 ' % 第

%!!

*

%!'

页 & # 在这个层面
上 ! 他的认识已超越了滋
贺先生的类型观 #

寺田先生在 $权利与冤
抑 ' 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
集 & 的序言中提到 ' (一
直到

%&

世纪
"&

年代中期 的
那个阶段 ! 中国的学术界
对于中国法制史进行研究
的主流仍是有关法典的研
究 # 记得滋贺秀三先生曾

经表示过 ! 令人吃惊的是在
他自身关注的若干研究领域
内 ! 只有关于唐律或律令编
纂史方面 ! 能够与中国的同
行展开细致而十分有益的交
流 ! 而在他从事研究的另一
个学问领域 ! 即从与现代法
学相通的法理学或法社会学
等视角考察传统中国私法审
判的性质等而提出的理论 !

当时则几乎不能引起中国同
行们最起码的兴趣 ) !第

!

页 & # 时隔
'&

年 ! 风向已完
全逆转 ! 如寺田先生重要的
学术论文已全部被译为中
文 ! 在尚未出版日文论文
集的情况下 ! 率先推出中
文合集 ! 其学说在中国学
界的影响力与市场感召力可
见一斑 # 或许该轮到冈野先
生感慨 ! 他所关注的唐代法
典与敦煌吐鲁番法制文献领
域 ! 能够进行对话的中国同
行已越来越少 #

学术的传承与后继

虽然荣休并不意味着学
术生命的终结 ! 但诚如滋
贺先生所言 (某种科学要
在学术界确立地位 ! 为世
人所承认 ! 必须在大学里
正规地系统地讲课 ) ! "日

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

史 和 现 状 ' % "法 律 史 论

丛 ' 第
'

辑 % 法 律 出 版 社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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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可以在日
本的大学中执掌教鞭的东洋
法制史学者的人数 ! 无论是
对其师门的学术传承 ! 还是

对整个学科的未来发展 ! 都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日本东洋法制史学界显
然也有这样的认知 ! 所以
东洋法制史研究会才会在
'&!(

年推出 (东洋法制史教
育 的 现 状 与 课 题 ) 专 号
! "东 洋 法 制 史 研 究 通 信 '

第
!*

号 %

!+$%

年
%

月
$*

日 & !

统计了日本各个大学在该
年度开设东洋法制史 +含
现代中国法 , 本科与研究
生课程的情况 # 当时日本
有

)*

所大学开设了相关课
程 ! 其中

))

所大学有专任
师资 !详见拙文 "日本近

来有关东洋法制史课程设

计与现状***兼论对于我国

中国法制史研究生课程设

置的建议 ' % "中西法律传

统 ' 第
$'

卷 %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

年 & # 其中 !

没有被统计入内的小口彦
太先生于

'+!,

年从早稻田大
学 转 任 江 户 川 大 学 校 长 !

他在该校的中国法讲席由
文元春先生接棒 * 水间大
辅先生于

'&-.

年从厦门大学
历史系回到日本中央学院
大学法学部任教 * 一直作
为兼任师资讲授中国法制
史的石冈浩先生于

'+-(

年病
逝 # 总体而言 ! 日本的东
洋法制史讲席基本维持十
余人的规模 #

冈野先生供职的明治大
学 ! 于

'+-.

年新聘了原任教
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的铃木
贤先生 * 寺田先生任教的京
都大学 ! 于

'+-*

年引进了原
任教于专修大学法学部的铃
木秀光先生 # 铃木秀光先生
师从于寺田先生 ! 专长于清
代法制史 +尤其是刑制史 ,!

所以京都大学的东洋法制史
学统得以继续维持 ! 传自滋
贺先生的衣钵也属后继有人#

然而 ! 铃木贤先生以现代中
国法为业 ! 与冈野先生的精
研领域相去甚远 ! 因此无论
是日本唐代法制史的学脉传
承 ! 还是岛田先生一系的东
洋法史谱系 ! 都会因此受到
冲击! 令人痛惜#

'+-,

年
.

月! 笔者有幸在
东京拜晤冈野先生 ! 他曾指
着身后的石野智大博士说 !

现在自己得以接触学界最新
的研究成果 ! 全靠石野博士
相助 # (教外别传 ) 既然可
以发生在池田先生与冈野先
生之间 ! 那么这一美谈同样
也会在冈野先生与毕业于明
治大学文学研究科的石野博
士之间延续 # 笔者衷心希望
日本的东洋法制史研究 +尤
其是唐代法制史 , 能够后继
有人- 生生不息#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

寺田浩明!

$(*'

年出生%

$(,,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

法学部并留校担任助手% 此后历任千叶大学法经学

部助教授-东北大学法学部教授-京都大学大学院法

学研究科教授.

冈野诚!

$(%,

年出生%

$()!

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自
$(,&

年起%历任明治大学法学部专任助手-讲师-助

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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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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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星期五 学人
!

#

冈野诚+西域发现唐开元律疏断简

再检讨$ !+法律論叢 $

$(,,

年
$!

月&

$

寺田浩明 +中国法制史$!東京大学出版

会
!"$)

年
$

月出版&

"奥斯卡#王尔德!无悔的岁

月$+

-./01234 5637892

著% 哈佛大

学出版社,

因!严重猥亵罪"入狱的王尔德

在英国监狱度过苦涩的两年后#于

-/"*

年获释#此后困苦无依地流浪

于欧洲大陆$传统观点认为#他是一

个破碎的悲剧人物# 是维多利亚时

代性道德的殉道者$ 新书依据史料

研究了王尔德人生的最后几年#提出

了具有挑战性的认知#即王尔德在出

狱后热烈地追求并享受着新的自由#

他对自己被裁定的罪行并无悔意#在

英国以外的欧洲%%%更宽容的氛围

下#决意毫不虚伪地生活并努力重建

文学生涯$ 作者还推翻了以往对于

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之间关系的误解#他描述了两人被迫

分开的原因和过程#以及王尔德此后

与其他一些年轻男子之间的关系$

此外#作者还详细还原了王尔德在巴

黎居住的近三年时光#在那里#尽管

一再遭受挫折和持续的敌意#他仍不

懈地试图重建自我%%%尤其是为文

字而生的自我$

"吻! 作家们的亲密关系 $

!

:6.37 ;<6796

编 %

=> => -16?17

@ A1BC37D

出版&

以诗歌'散文'故事和回忆录等

形式汇辑了不同作家对人类接吻行为

的探索$ 编者本人即是一位诗人$

从苏福尔斯到喀土穆#从京都到

雷克雅未克#从印度森林到北爱尔兰

海岸堤道((在出租车上# 在公交

车站#在厨房里#在美式雪橇床上#在

世界各地的干草丛和机场内%%%人

们亲吻彼此#或是崇高的#或是毁灭

性的#或是含义模糊的#或是覆水难

收的#抑或#是改变一生的$在这本文

集中#诸位作家分享了他们对于某些

意义特殊的亲吻的观点%%%这种人

类行为试图弥补鸿沟#在更深的层次

增进相互联系)也探索了现实生活中

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亲密关系以及

想象里的多元图景$

!

新书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