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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清 当法律遇上性别

伍山林 西方经济思想传播的!选择性"

孙宜学 泰戈尔与清华学子的!无问西东"

漆 浩 美国二战海报中的女性形象

郭永秉

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证真

赵晶

日本东#西两京东洋法制史学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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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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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陞!取自仁井田陞

#東洋$%何&'(東京大学出

版会
"#!$

年"

宫崎道三郎 !取自 #宮

崎先生法制史論集)( 岩波

書店
"#%#

年"

中田薰 !取自 #法

制史研究 ) 第
"$

号 (

"#!$

年"

今年
!

月底 ! 冈野诚先生
与寺田浩明先生将分别从明
治大学法学部和京都大学法
学 部 荣 休 ! 这 意 味 着 日 本
"第五代 # 东洋法制史学者
基本退出高等教育第一线 $

多年来 ! 笔者从两位的论著
中获得极大教益 ! 也曾得到
他 们 的 诸 多 关 照 ! 谨 作 此
文 ! 以为纪念 $

共同的学术渊源

之所以将他们两位定为
"第五代 %! 是因为从学统师
承而论 ! 他们皆可追溯至近
代日本第一代法制史学者宫
崎 道 三 郎 先 生 &

"#$$

'

"%&#

( $ 宫崎先生虽以日本
法制史为业 ! 但兼及东洋法
制 ! 这一治学路径为他的学
生 中 田 薰 先 生 &

"#''

)

"%('

( 继承 $

中田先生于
"%""

年自德
意志留学回国! 受聘为教授!

执掌东京帝国大学 "比较法
制史 % 讲座 !该讲座于

"#"!

年改称 *西洋法制史 +"* 在
宫崎先生

"%&&

年荣休后 ! 又
接掌 +法制史 % 讲座 !该讲

座于
"#&'

年改称 *日本法制

史 +"! 于任教岁月中培养了
在东洋法制史 , 日本法制史
领域各擅胜场的仁井田陞先
生 &

"%)*

)

"%((

( 和石井良
助 先 生 &

"%)'

)

"%%!

( 等 $

日后在东洋法制史领域成果
甚 夥 的 滋 贺 秀 三 先 生
&

"%&"

)

&))#

( 出自石井先生
门下 ! 而寺田先生又是滋贺
先生的得意门生$

冈野先生的恩师岛田正
郎先生 &

"%"$

)

&))%

( 毕业
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
科 ! 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留学北京 !,島田正郎博士

略 歷 ) ( , 東 洋 法 史 - 探

究...島田正郎博士頌壽記

念論集 ) ( 汲古書院
"#$(

年 (

第
)

頁 "! 受教于当时以伪满
洲国总务厅特约人员和南满
洲铁道株式会社特约人员的
身份同在当地的泷川政次郎
先生 &

"#%'

)

"%%&

( &,瀧川

政次郎博士略年譜 )( ,律令

制-諸問題...瀧川政次郎

博士米壽記念論集 )( 汲古書

院
"#$'

年 ( 第
)

頁 ( $ 二人虽
然在北京共处的时间只有数
月 ! 但不仅合作撰写了 -辽
律之研究 . &

"#''

年 ( 一书 !

而且还缔结了一生的师生之
谊 / 泷川先生于

"%&&

年毕业
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 受
教于中田先生$

因此 ! 如果将中田先生
算作第二代 , 仁井田先生与
泷川先生算作第三代 , 滋贺
先生与岛田先生算作第四代 !

那么冈野先生与寺田先生不
但分属同门! 而且辈分相当 !

是为第五代学者$

更有意思的是 !

"%&(

年
泷川先生曾应 -国家学会杂
志 . 之 邀 ! 为 中 田 先 生 的
-法制史论集 . 第一卷撰写
书评 ! 因语涉驳议 ! 不仅书
评被退稿 ! 而且还收到了乃
师送来的 "破门状 % ! 由此
交恶 &瀧川政次郎 / ,日本

法制史 ) 上 ,学術文庫 0日

本法制史 1 序 )( 講談社
"#$&

年 ( 第
&

.

!

頁 ( $ 此后 ! 泷
川先生与中田先生的高足仁
井田先生在许多领域都展开
了激烈的学术论辩 ! 如有关
唐令与唐式的区别问题 ! 双
方观点针锋相对 ! 行文不乏
意气之辞 !参见瀧川政次郎

,唐兵部式$日本軍防令 ) (

,法制史研究 ) 第
%

号 (

"#&%

年 2 仁井田陞 / ,唐軍防令

$烽燧制度...瀧川博士-

批評3答4 5 ) ( #法制史

研究 ) 第
'

号 (

"#&'

年 " ! 颇
有师门恩怨夹杂其中之嫌 $

无独有偶 ! 仁井田先生与师
侄滋贺先生之间也爆发过是
否坚持中田先生的唐宋家产
共有制论的论战 ! 滋贺先生
反对师祖之说 ! 由此触及曾

学林

版面编辑! 于颖
&'&()*+,-. 学人

!

虽然冈野诚先生与寺田浩明先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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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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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衷心希望日本的东洋法制史研究%尤其是唐代法制史&能够后继有人'生
生不息$

赵晶

日本东!西两京东洋法制史学的"双子星座#

泷川政次郎!取自#律令制-

諸問題...瀧川政次郎博士米壽

記念論集)( 汲古書院
"#$'

年"

岛田正郎!取自#東洋法史

-探究...島田正郎博士頌壽

記念論集)(汲古書院
"#$(

年"

滋贺秀三 !取自滋賀

秀三 #続 清代中国-法

$裁判)(創文社
%**#

年"

"

近

代日本第

一代法制

史学者

#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为乃师之论张目的仁井田先
生的 !中国身分法史 " 等论
著 # 仁井田先生因此而作出
强力反驳 !如 "宋代#家產

法 $ % & ' 女 子 # 地 位 ( )

"家族法#諸問題
!

穂積先生

追悼論文集 * ) 有斐閣
"#$%

年 +# 成为滋贺先生彻底修改
!中国家族法论 " $

"&$'

年 %

并进而撰成 !中国家族法原
理 " $

"&()

年 % 的最大动力 &

因此 # 无论是冈野先生还是
寺田先生 # 其师门都与仁井
田先生有过学术上的切磋 #

由此亦可反证仁井田先生在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上留下了
巨大的脚印 ( $滋賀秀三 ,

-中国家族法原理.序 *) 創文

社
*&()

年) 第
$

頁%&

然而 # 仁井田先生未能
得享泷川先生与滋贺先生那
样的高寿 # 在他逝世之后 #

泷川先生很少再涉足中国法
史领域 ) 滋贺先生则以一篇
!仁井田陞博士 /中国法制史
研究 0 读后" !-國家學會雑

誌 * 第
+,

卷第
-

1

.

號 )

-&((

年 + 为他盖棺论定 # 无论是
滋贺先生本人还是整个中国
法制史学界 # 应该都会为无
法看到仁井田先生的自我辩
白* 奋起反击而痛惜吧&

由于泷川先生在东洋法
制史领域的主要关注点在唐
代法典与西域法制文献 # 因
此与滋贺先生的研究略少交
集 # 二者之间并未发生学术
争论 & 而且由滋贺先生以一
人之力译注 !唐律疏议 " 发
端 $

-&$&

2

-&(/

年 % # 泷 川
先生在

!"#!

年倡议对日本律
令进行逐条精细解读 # 并委
托坂本太郎先生和森鹿三先
生分别监修 +令 ( 与 +律 ( #

最 终 促 成 了 +译 注 日 本 律
令 ( 丛书十一册的出版 & 其
中 # 日本东洋法制史研究者
群策群力 # 共同完成了 !唐
律疏议 " 全帙的日文译注 #

堪 称 盛 举 & 滋 贺 先 生 负 责
+ 名 例 ( 一 册 $

-&)&

年 % *

+户婚 ( 三卷 $

-&+/

年 % # 岛
田先生则担任 +擅兴 ( 篇的
译注 !

-&+)

年 % )

!"$%

年
&

,

'

月 # 滋贺先生与岛田先生
分 任 正 * 副 团 长 # 开 启 了
%"("

年之后日本法学界第一
个法制史专业代表团的访华
之旅 # 时任明治大学法学部
讲师的冈野先生与东京大学
法学部助手的寺田先生随侍
两位师长左右 $韩延龙 1 刘

海年 , -日本中国法制史学

者代表团访问我国 ( ) -法

学 研 究 (

-&+-

年 第
(

期 % )

%"")

年出版的 * 由滋贺先生
主编的 !中国法制史 - 基本
资料的研究 " # 其实是由冈

野先生动议编集 # 编集事务
局设于当时任教千叶大学法
经学部的寺田先生研究室 #

其 成 书 凝 结 着 三 人 的 心 血
$滋賀秀三編 , -中国法制

史 , 基本資料#研究3序 * )

東京大学出版会 ) 第
!

页 + #

由此可以窥见两个师门在学
术事业上的合作关系 &

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 " 在绵密精深中见功

力的冈野学风

冈野先生回忆道 # 他于
!"'!

年春天参加明治大学研
究生入学面试时 # 被岛田先
生问及今后打算从事什么方
向的研究 # 他答以西藏法制
史 & 岛田先生建议他首先应
以整体的中国法史的基础知
识作为立身之道 # 行有余力
再研究西藏法史或蒙古法史 #

原因在于以后两者为业很难
在大学觅得教席 !岡野誠 ,

-意 志 # 人 1 情 # 人444島

田 正 郎 先 生 # 思 5 出 * )

-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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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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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第
.--

頁 % & 岛
田先生先后致力于辽代 * 蒙
古 * 西夏法制史的研究 # 是
公 认 的 北 亚 法 制 史 研 究 重
镇 # 但为了学生今后的职业
前途 # 他不但没有要求门生
固守自己的研究领域 # 而是
主动建议改换门庭 # 这种胸
襟令人钦佩 &

以我目力所及 # 冈野先
生第一篇正式发表在杂志上
的论文 # 是立足于 !元史.

刑法志 " 的材料 # 讨论中表
婚的问题 ! -明治大学大学

院紀要 * 第
-0

号 )

-&)(

年 + #

这 也 是 他 唯 一 一 篇 与 乃 师
研究领域有所关联的成果 /

此 后 # 他 的 研 究 重 心 转 移
到 唐 代 法 制 史 上 & 无 论 是
从 文 献 学 角 度 考 察 宋 刻
!律 附 音 义 " * 伊 达 文 库 藏
日 钞 本 唐 律 # 还 是 藉 由 某
一 单 独 条 文 探 讨 唐 代 禁 婚
亲的范围 * +守法 ( 事例 *

死 刑 复 奏 * 立 嫡 违 法 等 相
关 制 度 # 抑 或 通 过 梳 理
+例 ( 字在唐律中的用法来
呈现唐代制定法与先例之间
的关系 # 其主要研究对象都
是 !唐律疏议 " & 正因如此 #

他不仅专门撰写论文 # 系统
梳 理 日 本 唐 律 研 究 的 学 术
史 # 而且还于

!"$*

年访问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 受教于
杨廷福先生 !参见冈野诚 ,

-回忆杨廷福先生 * ) -历史

教学问题 *

%,,/

年第
%

期 + &

杨先生于
+"'"

年发表 ! 6唐
律疏议 0 制作年代考 " # 全
面反驳仁井田先生和牧野巽
先生在

!"*!

年提出的传世本
!唐 律 疏 议 " 非 永 徽 律 疏 *

是开元律疏的观点 # 冈野先
生在留学之前的

!"$,

年就已
将此文翻译成日文 # 发表于
明治大学法学部主办的 !法
律论丛 " 上 # 可见他对中国
学术界研究状况的谙熟 &

在留学上海之后 # 冈野
先生又远赴英伦 # 其目的是
实地调查英 * 法所藏敦煌法
制文献 & 这就是他又一个主
要研究领域 & 早在

!"',

年代
中期 # 冈野先生开始与池田
温先生一起整理敦煌 * 吐鲁
番法制文献的研究史 # 在他
们合作的鸿文 !敦煌 * 吐鲁
番 发 现 唐 代 法 制 文 献 "

!

-&)+

年 + 刊出之前 # 他率先
发表了名为 !西域发现唐开
元律疏断简再检讨 " !

-&))

年 + 的试啼之作 # 以详实的
史料 * 绵密的考证亮相学界 &

此后 # 他与山本达郎先生 *

池田先生一起整理出版了迄
今为止仍是敦煌 * 吐鲁番学
领域最为重要的文献集成性
作 品 之 一

-./ 01.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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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和第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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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中 的 +

?;32? <;@<

(

部分 & 除此之外 # 冈野先生
还陆续发表单篇论文 # 广涉
律疏 * 职员令 * 水部式 * 令
式表等写本的考订与缀合 &

因此 # 除了可将冈野先生的
学缘追溯至师祖泷川先生之
外 # 把他作为池田先生 +教

外别传 ( 的弟子 # 想来也不
为过&

冈 野 先 生 的 研 究 以 专
精 * 细密见长 # 很少做宏观
性的论述 # 也鲜见跨断代的
作品 & 以我所见 # 例外似乎
有三 - 其一 # 他在滋贺先生
关于中国法史三阶段论 $上
代 * 帝制时代 * 近代 % 的基
础上 # 将帝制时代划分为前
期 $秦至五代 % 与后期 $宋
至清末 % # 其根据并非流行
的唐宋变革论 # 而是将原因
归 结 为 皇 帝 的 统 治 理 念 由
+直接统治 ( 转变为 +间接
统治 ( ! "中国法史#時期

区分$ 8 5 9 * ) 唐代史研

究会編 , -中国律令制#展

開: ; #国家3社会: #関

係444周辺諸地域#場合<

含 = 9 ( ) 刀 水 書 房
-&+/

年 + ) 其二 # 他为目前所见
!宋刑统 " 各种整理本的祖
本,,,天一阁旧藏明乌丝栏
钞本做了极为详尽的文献学
梳理 # 就收录于前述 !中国
法制史 - 基本资料的研究 "

中 & 当然 # 由于 !宋刑统 "

脱胎于 !唐律疏议 " # 这一
考察可以看作是唐代法制研
究兴趣的自然下延 & 类似的
研究也见于他对 !天圣令 "

的诸多讨论 ) 其三 # 出于对
法制史 * 医学史互补研究的
尝试 # 他曾考察北宋的 +区
希范五脏图 ( ! -北宋#区

希範叛乱事件:人体解剖図

#成立 ( ) -明治大学社会

科学研究所紀要 ( 第
//

卷第

-

号 )

%,,$

年 + # 这是有关唐
代 安 金 藏 剖 腹 系 列 研 究
! - 唐 # 安 金 蔵 # 割 腹 ( )

-法 史 学 研 究 会 会 報 ( 第
$

号 )

%,,,

年 > "唐代$%&

'法制史:医学史#交錯 * )

"法律論叢 * 第
)0

卷第
%

7

0

号 )

%,,,

年 + 的宋代续篇 &

!二 " 以法秩序建构为目

标的寺田模型

若以冈野先生与岛田先
生研究领域的分合为参照系 #

寺田先生的研究与乃师滋贺
先生保持相当的连贯性-

首先 # 滋贺先生虽然在
法典与刑罚领域 # 对中国历
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过精到
的讨论 # 但也花费了相当大
的精力 # 集中讨论清代的诉
讼与法源问题 & 寺田先生的
研究断代与乃师相当 # 所处
理的材料基本集中在清代)

其次 # 滋贺先生以 !中
国家族法论 " 在学界崭露头
角 # 又以 !中国家族法原理 "

于
+"&"

年 荣 获 日 本 学 士 院
赏 # 此后与黄宗智先生就清
代 民 事 审 判 的 性 质 展 开 争
论 # 在国际学界影响深远 #

因此民事领域可谓 +滋贺法
史学 ( 的重中之重 & 寺田先
生同样侧重于此 # 无论是早
年对于田面 * 田底这种 +一田
两主 ( 惯行的实证研究 # 还
是后来对于清代民事司法的
整体考察 # 其着眼点基本都
在 +民事法秩序 ()

再次 # 无论是对中国家
族法原理的把握 # 还是对中
国传统诉讼形态的概括 # 滋
贺先生都试图抽象出整个帝
制时代的中国法特色 # 这是
一种舍弃时段性 * 区域性差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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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井良助 !取自

"石井良助先生#逝去<

悼?@*)"法制史研究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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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池田温 !取自

"東方學*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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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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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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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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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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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