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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史与方法论

一、中华法文化通论

1.张晋藩：《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华法文化》，《法学杂志》2020 年第 3 期

2.张晋藩：《弘扬中华法文化，构建新时代的中华法系》，《当代法学》2020 年第 3 期

3.俞荣根：《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4.杨勇、郑显文：《中国古代礼制与中华法系关系新论》，《清华法治论衡》 2020 年第 00

期

5.吕怡维：《中国法文化中的“权利”意识与基本人权保障》，《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6.楼天宇：《论“礼法合流”》，《浙江社会科学》2020 年第 8 期

7.邓骏捷、刘曦冉：《美国汉学界中国公案小说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以“文学中的法律”

问题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20 年第 3 期

8.林来梵：《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中外法学》2020 第 2 期

9.张维迎、邓峰：《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中外法

学》2020 第 6 期

10.苏力：《制度竞争与思想的谱系》，《中外法学》2020 第 6 期

11.宋玲：《中国传统法的民族精神与现代转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

12.黄钰洲：《理性的规范性与历史的延续性——哲学法学与历史法学之争》，《北大法律

评论》2018 年第 1 期

13.满运龙、鲁梦璇：《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12.《厦门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14.周祖成、李四川：《自然秩序与体用：<太极图说>的法哲学思想》, 《学术界》2020 年

第 3 期

15.蒋海松：《传统中国的政治自由与德性自由之辩——牟宗三对“黑格尔问题”的回应》，

《政法论坛》2020 年第 5 期

16.李勤通：《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学术月刊》2020 年第 8 期

17.屠凯：《发现儒家法理：方法与范畴》，《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3 期

18.张斌峰、乔聪：《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政法论丛》2020 年第 1 期

19.杜文忠：《“理”之法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20.陈晓枫、金潇：《传统法律中的服制话语探究》，《甘肃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21.侯欣一 ：《中国近现代法治进程的法理阐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

第 2 期

22.张中秋：《中国传统法本体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1 期

23.刘玄龙、李龙：《“礼治”的法学解读：基本内涵、历史定位及当今价值》，《社会科

学家》2020 年第 6 期

24.张杰：《中国传统情理法的法理重识与现代转化——以<驳案新编>为切入点》，《北方

法学》 2020 年第 4 期

25.张杰：《花开两面：人情在司法难题中的双重面向——基于“天理—国法—人情”的法

文化解读》，《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26.杨晓伟：《法律制度的实证化与儒家的政治道德主义传统——儒法之争中的政治学和法



理学问题》，《东岳论丛》2020 年第 10 期

27.胡波、董晓波：《古代法律专业术语之不可译及其补偿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20

年第 4 期

28.蒋海松：《中国传统法律“脸谱化”叙事反思——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考察》，《兰

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29.颜丽媛：《 中国法律史的美国故事——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述

评》，《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30.刘颖：《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中外法学》2020 年第 1 期

31.万彩红、董青梅：《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法气关系论研究》，《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32.肖武：《天理与国法:灾异谴告话语中的慎刑之道》，《原道》2019 年第 2 期

33.周东平：《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佛教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34.何杰峰、杨丽：《吐蕃传统成文法中的佛教因素》，《宗教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

35.卡哈尔·吐尔迪、闫晓君：《论<福乐智慧>治国理政法律思想体系及对当代的启示》，

《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36.唐旭：《论<尚书>“三德”思想在古代法制实践中的运用及当代启示》,《社会科学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二、传统行政法制与国家治理

1.李雪梅：《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政法论坛》2020 年第 1 期

2.张晋藩：《中国古代官民知法守法的法律宣传》，《行政管理改革》2020 年第 1 期

3.李平：《古代中国上访的道理、法理与今鉴》，《清华法学》2020 年第 2 期

4.王帅一：《“化家为国”：传统中国治理中的家族规约》，《当代法学》2020 年第 6 期

5.刘巍：《中国式法治——中国治理原型试探》，《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5 期

6.谢红星：《危机、契机与转机——传统国家的防疫法制视角》，《湖北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5 期

7.常冰霞、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及当代启示》，《华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8.明辉：《“御史监察”的历史构造与运转实效》，《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

9.赵晓耕、刘盈辛：《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10.侯欣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及其元制度》，《现代法学》2020 年第 5 期

11.武树臣、武建敏：《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及其现代转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0 年第 5 期



12.葛枫：《“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

13.于语和、邢锐锐：《礼俗及其在当今农村中的表现及功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0

年第 1 期

14.郑好：《我国传统法律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及其现代启示》，《行政管理改革》2020 年第

4 期

三、传统民事与商事制度

1.范忠信：《传统中国民商事习惯的载体、种类及权威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2 期

2.焦利：《传统文化的现代光辉：中国民法典的法文化基因》，《新视野》2020 年第 6 期

3.范忠信：《家法人制的公私法基石意义与民法典的中国文化升华》，《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4 期

4.张生、周玉林：《传统法：民法典的社会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生研

究员访谈》，《社会科学家》2020 年第 8 期

5.王立民：《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法学》2020 年第 10 期

6.何勤华、周小凡：《我国民法典编纂与德国法律文明的借鉴——中国继受 1900 年<德国民

法典>120 年考略》，《法学》2020 年第 5 期

7.张生：《中国律例统编的传统与现代民法体系中的指导性案例》，《中国法学》2020 年第

3 期

8.李伟：《家户制传统在民法典中的呈现与转型》，《政法论丛》2020 年第 6 期

9.钟一苇：《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契约自由”与“主体平等”——以清水江文书为视角》，

《政法论丛》2020 年第 1 期

10.谢蔚：《中国奁产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11.王云红：《华北民间契约文书中的家庭养老民事习惯问题》，《中国农史》2020 年第 4

期

12.苏艳英：《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民法文化的整合——民法典的法文化解读》，《政法论

丛》2020 年第 6 期

四、传统刑事法律制度

1.陈红、岳小国：《中外文化中的血亲复仇现象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0 年 02 期

2.周永坤：《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

3.徐进：《当“假戏”意外“真做”——从一起意外致死案看传统法律“戏杀伤人”罪的司

法适用》，《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22 期

4.黄春燕：《中国古代“刑罚得中”原则的考证与现代意蕴》，《政法论丛》2020 年第 6

期

5.李勤通、周东平：《论佛教刑罚观对中国传统刑罚理念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

五、传统司法制度

1.蒋铁初：《哀敬折狱与古代中国案件审理的传统》，《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2 期

2.章光园：《传统社会中的健讼规制及其当代启示》，《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8 期

3.黄春燕：《古代错案救济机制的考证与现代意蕴——以降低“偶然性”和提高“实效性”

为导向的制度构建》，《法学杂志》2020 年第 8 期

4.蒋铁初：《中国古代的敏速司法研究》，《北方法学》 2020 年第 4 期

5.邱玉强：《我国传统司法“案结事了”服判智识》，《河北法学》 2020 年第 11 期

6.谷祯：《论古代疑案裁判的传统方法》，《法律方法》2019 年第 1 期

7.钟子龙：《 “海瑞定理Ⅰ”的历史性反思》，《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六、方法论与学术史

1.张保生：《法学与历史学事实认定方法的比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2.马小红、张岩涛：《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政法论丛》2020 年第 1 期

3.尤陈俊：《批评与正名：司法档案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4.刘昕杰：《在历史与法律之间：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科版)》2020 年第 7 期

5.李栋：《迈向一种法学的法律史研究——萨维尼法学方法论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启示》，

《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6.王立民：《中国唐律研究 70 年的三个重要问题》，《浙江学刊》2020 年第 3 期

7.吕丽：《中国法律史学会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6 期

8.夏新华：《显学抑或绝学——法律史学科百年发展周期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

9.张岩涛：《中国法律史学的恢复与繁荣（1978～2019）》，《法学教育研究》2020 年第 2

期



10.尤陈俊：《“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1930—1985）：一个知识考古学分析》，《江苏

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11.侯欣一：《法学研究中政法主题的缺失及彰显——一种学术史的梳理》，《法律科学(西

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6 期

12.王斌通：《体现思想与制度融合的新教材——评张晋藩先生<中国法律史>》, 《中国政法

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13.闫强乐：《探索中国法律的历史传统——读<儒者论法>》，《原道》2020 年第 1 期

14.张群：《知人论史，法史交融——读陈新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增订版)》，《法律

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15.魏磊杰：《法律东方主义在中国》，《读书》2020 年第 7 期

16.刘磊：《对欧美“法律东方主义”的反思与超越》，《法学评论》2020 年第 2 期

第二部分 断代法律史

一、先秦时期

1.雷安军：《新出土金文所见西周罚金刑研究》，《中国法学》2020 年第 2 期

2.程政举：《泛教化主义与慎刑主义之融合——<周礼>的理想治国模式》，《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1 期

3.刘云：《说帛书<黄帝四经>中的“达刑”》, 《简帛》2020 年第 1 期

4.丁天立：《先秦法家“法治”主义下的正义话语——以商鞅变法为例》，《西安财经学院

学报》2020 年第 2 期

5.赵滕、王浦劬：《早期法家由儒入法的学理进路论析》，《学海》2020 年第 6 期

6.严存生：《我国先秦“法”观念的“一体多元”结构》，《学术研究》2020 年第 1 期

7.王捷：《论先秦的诉讼担保——以出土司法文书为主》，《政法论坛》2020 年第 6 期

8.朱腾：《从君主命令到令、律之别——先秦法律形式变迁史纲》，《清华法学》2020 年第

2 期

9.肖鹏：《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

法治的借鉴意义》，《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2 期

10.解启扬：《现代性视域下的韩非法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

11.王进文：《“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

与改造》，《孔子研究》2020 年第 4 期

12.周启荣：《从儒家的“违礼”到法家的”违法”——<论语>“其父攘羊”的历史语言学、

礼制史与思想史的意义新论》,《中国经学》2020 年第 1 期

13.丁鼎：《礼法相济、礼主法辅——<周礼>所体现的社会治理思想》, 《孔子研究》2020

年第 6 期



14.喻中：《有法所度：墨子的法治憧憬》，《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 期

15.祁志祥：《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思想结构——重写先秦思想史系列》，《中国政法

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16.王兰萍：《<商君书>法治主义思想新探》，《甘肃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 期

17.王世柱：《法家治国方略的局限性——基于“战争驱动型”解释框架的分析》，《贵州

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

18.李玲玲、杜勇：《西周王位继承法再探析》，《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1 期

19.林丛：《先秦周鲁法律文化之管见——兼论齐、鲁法律文化之别》，《东岳论丛》2020

年第 7 期

20.高华平：《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21.周冰：《孔子“正名”思想的法理意涵》，《原道》2019 年第 2 期

22.韩伟：《法律起源与秩序生成:荀子法思想重释》，《原道》2019 年第 2 期

二、秦汉时期

1.王萍：《岳麓秦简<尉卒律>中的“比其牒”与“案比”制度》, 《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

2.石洋：《岳麓秦简肆<亡律>所见“旞”字补说——兼论几则关联律文的理解》，《简帛研

究》2020 年春夏卷

3.石洋：《秦简日书所见占盗、占亡之异同》，《文史》2020 年第 3 期

4.欧扬：《岳麓秦简秦郡史料补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 年第 2 期

5.苏俊林：《岳麓秦简<奏谳文书>的性质与编成》，《简帛研究》2019 年秋冬卷

6.陈松长：《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初探》, 《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 期

7.曾磊：《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厩律>遗文》，《简帛研究》2019 年秋冬卷

8.陈松长：《新见秦代吏治律令探论——基于<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的秦令考察》，《政法

论坛》2020 年第 1 期

9.霍存福、程令政：《秦及西汉初期的奸罪与腐刑——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社

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 2 期

10.薛洪波：《简牍所见秦律“家罪”考论》，《安徽史学》2020 年第 2 期

11.薛洪波：《秦律“家罪”考》，《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12.闫晓君：《秦律：中国“第一”律》，《法学》2020 年第 11 期

13.吴海航、蒋宗言：《秦代刑事责任能力标准辨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14.董飞：《秦“输作”相关问题研究——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15.王子今：《论秦始皇出行逢“盗”及秦代“盗”的法律身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16.吕亚虎：《出土秦律中的俗禁问题》，《江汉论坛》2020 年第 9 期

17.刘玉堂、薛源：《秦汉律令中的“不会”现象及刑徒管理》，《湖北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4 期

18.舒哲岚：《秦汉简牍中的“案致”——兼论汉初地方立法建议》，《湖南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4 期

19.张传玺：《秦及汉初逃亡犯罪的刑罚适用和处理程序》，《法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

20.张烁：《秦汉“三公”话语的生成及文化分析》，《法学评论》2020 年第 4 期

21.张忠炜、张春龙：《新见汉律律名疏证》，《西域研究》2020 年第 3 期

22.黄若瞬：《从“名法”到“名教”——论董仲舒对名法之学的批判与改造 》，《福建论

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23.姜建设：《破除“罢黜百家”的幻象：两汉律学教育形态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20

年第 3 期

24.宋洁：《吕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发覆——兼谈汉初的刑罚序列》《简帛》2020 年

第 1 期

25.汪蓉蓉：《“君教”文书与东汉县廷治狱制度考论——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说起》，

《古代文明》2020 年第 4 期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1.鲁楠：《正法与礼法——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法文化的移植》，《清华法学》2020

年第 1 期

2.张一民：《北魏“殴主伤胎”案中的司法适用问题探析》，《法律适用》2020 年第 4 期

3.齐盛：《北魏法制的文化基础》，《广西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 期

4.徐畅：《长沙吴简所见“科”与“辛丑科”考论——对孙吴及三国时代“科”性质的再检

讨》, 《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四、唐宋元时期

1.陈佳臻：《元代法律中的“十恶”问题——兼论<事林广记>中<大元通制>节文的真伪》，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9 年第 1 期

2.吴海航、蒋宗言：《汉唐之际“私铸钱”罪名法定化过程探究》，《宁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3.曹旅宁：《汉唐时期律令法系中奴婢马牛等大宗动产买卖过程研究——以新出益阳兔子山

汉简所见异地买卖私奴婢传致文书为线索》，《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4.马光华、李莉、陈璇：《探中外最早的呈缴本及其制度与法律——以<实录><时政记（纪）><

日历>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为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 年第 1 期

5.张慧芬：《<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帖盐城为令入乡巡貌事>文书貌阅律令用语研究》，《西

域研究》2020 年第 1 期

6.胡兴东：《“开元六典”的继受传播及对中华法系的影响》，《中国法学》2020 年第 3

期

7.沈玮玮、徐翼：《唐太宗纵囚归狱案再评》，《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12 期

8.陈玺：《唐代赎法规则及其当代启示》，《法商研究》2020 年第 6 期

9.厉广雷：《<唐律疏议>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一种本土的分析视角》，《南大法学》2020

年第 2 期

10.顾元：《论唐代无主物法律制度》，《中国法学》2020 年第 3 期

11.刘晓林：《唐律中的“罪止”：通过立法技术表现的慎刑与官吏控制》，《法律科学(西

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

12.卢勇：《论<唐律疏议>中“轻重相举”的解释方法》，《法律方法》2019 年第 4 期

13.刘晓林：《唐律中的“杀”与“死”》，《政法论坛》2020 年第 3 期

14.刘军平、刘剑鸣：《论<唐律疏议>目的解释》，《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15.彭炳金：《论<唐律>对主典职务犯罪的惩治》，《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16.陈锐：《<唐律疏议>中的“比附”探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

17.李勤通：《唐律“逆”罪的形成及其原因辨析》，《唐史论丛》2020 年第 2 期

18.张春海：《 重法：唐在“守天下”阶段的双层架构立法》，《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19.厉广雷：《 何以移风易俗——唐律教化功能研究之二》，《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20.吕琳：《 唐律杀人罪的结构与特征——读<唐律“七杀”研究>》，《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21.王保民、袁博：《监察人的“盔甲”：唐代监察制度对当今监察法治建设的启示》，《暨

南史学》2020 年第 1 期

22.和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补考一则》，《文献》2020 年第 5 期

23.刘浩：《论唐宋请射制度的适用对象》，《学术研究》2020 年第 5 期

24.赵耀文：《司法异化与重建威权：唐宋“指斥乘舆”罪嬗变的政治意涵》，《南大法学》

2020 年第 4 期

25.李超：《宋代药材管理的法律效益实现途径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5 期

26.钟文荣：《宋代文书档案违法的行政处罚研究》，《档案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27.张颖：《宋代不动产交易双合同案折射出的田制之困》，《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0 年



第 1 期

28.陈景良、王小康：《宋代司法中的事实认知与法律推理》，《学术月刊》2020 年第 2 期

29.戴建国：《宋代特别法的形成及其与唐法典谱系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30.王晓骊：《宋代书判的散体化及其文体重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31.张龙成：《宋代司法符号中衙门、城隍庙及其互动的司法效果》，《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32.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的政策调整、法律诉讼与限田折算》, 《中国史研究》2020 年

第 3 期

33.高楠：《宋代聘财与聘财争讼》，《河北学刊》2020 年第 6 期

34.王旭杰：《宋代编例性质考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1 期

35.肖建新、谭书龙：《论宋代军队的审计法律》，《中州学刊》2020 年第 9 期

36.孙婧婍、戴建国：《民逋与官欠——宋代田赋逋欠问题及其法律处置》，《青海社会科

学》2020 年第 2 期

37.柳正权、肖普焮：《北宋瘟疫治理的法律制度探研——以开封为视域》，《中国政法大

学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38.陈立军：《刑政、婚姻身份与按问自首法:关于北宋阿云案的几个问题》，2019 年第 2 期

39.陈景良：《执政者务以民事为急给断由：南宋司法公正的制度实践》，《人民论坛》2020

年 21 期

40.马子政：《从<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分析南宋遗产继承的法律适用》，《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10 期

41.陈佳臻：《“官法同构”视域下的元朝五府官》，《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42.谢红星：《“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江

西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五、明清时期

1.张群：《 明代士大夫的法律修养》，《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2.黄谋军：《明代犯罪武职调卫考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3.赵殿红：《明代“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探析》，《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4.李贵连、程晶：《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学术界》2020 年第 10 期

5.徐嘉露：《从契约文书看明代民间分家行为的秩序及价值取向》, 《中州学刊》2020 年第

2 期

65.李小波：《明代刑部现审的分司原则》，《史林》2020 年第 3 期

7.刘正刚、高扬：《明代法律演变的动态性——以“佥妻”例为中心》，《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8.苏嘉静：《从<宪纲>修订看明代监察制度的兴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9.石璐洁：《<儒林外史>中的“江南健讼”书写及意义》, 《都市文化研究》2020 年第 1 期

10.张明富、张丽芬：《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学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11.高寿仙：《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史学月刊》2020 年第

8 期

12.钟子龙：《<大明律>体例变化原因辩证》, 《南大法学》2020 年第 3 期

13.高寿仙：《<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书问题蠡探——以<明代档册>为参照》，《北京联合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14.刘小平：《儒家为何必然需要法治?——黄宗羲的“法”理论及其内在转向》，《法制与

社会发展》2020 年第 5 期

15.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中国法学》2020 年第 4 期

16.徐晓光、黄文：《明清时期“亭目制度”与布依族习惯法——以北盘江南部地区为例》，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17.邹亚莎、李亚：《从“因遭火灾矜准存案”看明清时代土地“管业”案件中证据的效力

及认定》，《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18 期

18.吴声军：《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以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为中心的

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19.雷伟红：《明清时期畲族家法族规制度的特色与价值》，《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20.王静：《从天津法律学校看明清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城市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21.于帅：《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历史档案》2020 年

第 2 期

22.刘志松：《清代州县官司法对民间信仰的主导、借用与转化——对<鹿洲公案>中假神断

狱现象的功能性解读》,《宗教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

23.茆巍：《清代司法检验活动中的医者》，《文史》2020 年第 1 期

24.孟小良：《清代青海地区“歇家”参与司法活动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20 年第 1

期

25.晓春、春花：《清廷颁发蒙古文<时宪书>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 年第 6 期

26.赵晓华：《清代救灾制度为何效果显著》，《人民论坛》2020 年第 1 期

27.刘志松、王兆辉：《清代监察体制运行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以“照刷文卷”律为例》，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28.朱喆琳、许可：《清代河东盐政的官商“半公营”合作模式研究》，《山东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2 期

29.梁潇文：《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2020 年第 3 期

30.李凤鸣：《清代重案中的成案适用——以<刑案汇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31.赵琪：《清代中缅划界的法律之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 年第 1

期

32.曲立超、范立君：《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青海民族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33.黄雄义：《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2 期

34.王奥运：《清代异姓不嗣案的审理及其启示》，《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20 期

35.尹子玉：《清代烟瘴充军的发配困境与实践问题》，《河北法学》 2020 第 12 期

36.边芸：《清代刑事审判中的“两请”与“夹签”》，《青海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37.谢晓辉：《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州县法律安排与司法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38.刘正刚：《清代地方经济立法探析——以孤本同治<河南省例>为例》，《安徽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39.王若时：《清代成案非“司法判例”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40.赵毅：《清朝对东归土尔扈特等部设盟前的司法管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41.张晋藩：《论中国古代民法——以清代民法为视角》，《清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

42.茆巍：《论清代命案检验之终结及借鉴》，《交大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43.吕丽、孙祺祺：《议狱缓死：清代秋审中“久缓”现象解析》，《南京社会科学》2020

年第 5 期

44.顾元：《论清代的先占制度——以“盗田野谷麦”律为中心》，《政法论坛》2020 年第

5 期

45.谷佳慧：《“限期断狱”的中国命运：清代以来审限制度的变革与重述》，《河北法学》

2020 年第 5 期

46.白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交大法

学》2020 年第 3 期

47.牟军、朱慧：《刑事案卷与文字关系的历史及启示——基于清代案卷材料运用的考察》，

《思想战线》2020 年第 2 期

48.张万军：《国家法、契约规则与司法裁判之道——以清代蒙汉杂居地区土地纠纷裁判为

例》，《贵州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

49.林乾、陈丽：《法律视域下的清代疫灾奏报与防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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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彭涛：《民初宪法会议的困境与破解尝试(1916—1917)》，《史学月刊》2020 年第 4 期

53.胡译之：《平政院编制立法考论》，《清华法学》2020 年第 4 期

54.袁春兰：《民初平政院对官民土地所有权纠纷的裁判》，《政法论坛》2020 年第 6 期

55.丁天立、张仁善：《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立法院的制度设计、运行和定位》，《甘肃

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56.马莉、何邦武：《证明程度在民国时期的学理演进及启示》，《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年第 3 期

57.徐子越、程泽时：《刑罚私约化：晚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司法面向》，《原生

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0 年第 2 期

58.肖高华：《“国权”与“民权”：近代我国行政违法案件“行政司法”与“民事司法”

之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年第 2 期

59.胡震：《近代中国刑事上诉制度的生成及展开》，《法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

60.沈玮玮、宁凯惠：《论孙中山改造政府理论的方法、皈依与评价》，《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61.冯学伟：《民国初年闽清李汤氏、江立门等为欠租夺佃、互抢田谷讼案抄本》，《法律

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62.杨潇：《晚清至民国时期(1840～1949)契约文书研究述评》，《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63.艾晶：《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法律对女性犯罪的惩治研究》，《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64.谈萧：《 欲分还集：近代中国商会法的规范诠释》，《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65.耿密：《 民国时期重构“中华法系”思潮研究回顾与展望》，《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66.谢超：《礼法纠缠：民初异姓继承的交易逻辑与裁判考量》， 《原道》2020 年第 1 期

67.刘昕杰：《法与时转则治：陈启天“新法家”思想析论》，《原道》2020 年第 1 期

68.张雅倩：《从汉奸到战犯：二战后国民政府处置“台籍汉奸”的法律转换及争议》，《近

代中国》2020 年第 1 期

69.赵斐：《制度、法律与观念:民国时期的设“市”纠纷》，《城市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70.冯建娜、余地：《“五四运动”对民间规范治理影响研究》，《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71.刘宝真：《民国时期水上警察治安职能初探》，《暨南史学》2020 年第 1 期

八、革命根据地与建国初期

1.郑继汤：《中央苏区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学术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 年第 2

期

2.卫彦明：《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体现》，《河北法学》2020 年第 7 期

3.程梦婧：《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理论开创》，《法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

4.蒋海松、张浪：《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肇启——基于湖南大学讲义<法理学

大纲>的考察》,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5.韩伟：《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法学家》

2020 年第 3 期

6.刘作翔、王勇：《民主、自治与法治：“周期率”问题再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

一场学术对话》，《法学论坛》2020 年第 3 期

7.叶萍：《中央苏区的婚姻立法及其现实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8.韩伟：《李增尚争窑案中的革命司法传统》，《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14 期

9.孙光妍、宋鋆：《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历程回顾——以数据统计为中心的考察》，《北

方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10.李坤睿：《审判与调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清理积案与制度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11.陈珏：《再社会化”理念在中国罪犯改造历史中的演进——以新中国上海女犯改造实践

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 年第 9 期

12.穆红琴、王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Y 县离婚诉讼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1 期

13.马成、侯孟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政策的法制化探索》，《西北民族论丛》

2019 年第 2 期



14.蒋正阳：《变革与承续:陕甘宁边区自首制度的表达与实践》，《北大法律评论》2019 年

第 1 期

第三部分 外国法律史

一、英美

1.许明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议会政治中的大宪章与王权》，《世界历史》2020 年第 5

期

2.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的啤酒馆管制与治安法官的地方实践》，《世界历史》2020 年第

3 期

3.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犯罪问题的治理》，《历史教学问题》2020 年第 5

期

4.莫磊：《英国政府劳资关系治理理念的嬗变——以<劳资关系法（1971 年）>为主》，《苏

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5.张子豪：《“传统”与“实用”的融合：英国刑法发展史考略》，《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1 期

6.王栋：《<大宪章>文本考：版本、正本、副本及译本》，《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 期

7.于明波：《为“融合”而“限制”——英国<1968 年英联邦移民法>探析》，《苏州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8.袁跃华：《近代英国专业破产法庭的建立》，《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 年第 11 期

9.李红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17 世纪初普通法法院与特权法院的对抗》，《北

大法律评论》2018 年第 2 期

10.戴东阳：《高升号事件爆发后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舆论宣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11.吕鑫：《慈善法之滥觞——<慈善法史 1532-1827>评介》，《政法论坛》2020 年第 2 期

12.倪念念、刘金源：《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博弈下的改革道路——以 1848 年英国<公共卫

生法>为中心》,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 年第 3 期

13.金海：《萨默塞特案件与英属大西洋世界司法废奴的发展》，《安徽史学》2020 年第 3

期

14.于振洋：《中世纪晚期英国商业债务解决机制的法治化》，《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 年

第 1 期

15.邵政达：《16 世纪英国律师大法官的兴起及其法律意义》，《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 年

第 2 期

16.卢兆瑜：《14 世纪初期国际仲裁思想的起源——论杜波瓦的仲裁思想》，《清华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17.陈志坚：《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格兰普通法和习惯关系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18.刘天骄：《帝国分裂的法理进路——以北美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为例》，《学术界》2020

年第 3 期

19.刘天骄：《“王在议会之外”：英国宪制的北美考察》，《江淮论坛》2020 年第 2 期

20.卢志强：《英美法合同解释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发展革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21.史宏飞：《科学家在国会的活动与美国 1946 年原子能立法进程》，《历史教学（下半月

刊）》2020 年第 1 期

22.李晓郛、周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华裔法律史》，《法学教育研究》2020 年第 2 期

23.李晶：《美国公共卫生管理权与民众自由权利的博弈——基于“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

案”的解读》，《世界历史》2020 年第 5 期

24.郭永虎、暴占杰：《1949—1960 年美国国会涉华立法活动探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25.安东尼·J.谢伯克、程朝阳：《美国逃奴案审判中的法律实证主义——以首席大法官莱缪

尔·萧的判决为例》，《法律方法》2020 年第 2 期

26.顾国平：《美国 1882 年排华法的前奏：1875 年<佩奇法>实施的背景及影响》，《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27.吴旭阳：《20 世纪初美国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反思》，《政法论坛》2020 年第 2

期

28.宋海英：《1958 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现状探究》，《史学月刊》2020 年第 8 期

29.郭巧华：《法律与道德的平衡——约翰·马歇尔和奴隶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

年第 10 期

二、欧日

1.朱桉成：《早期国家的强制力与法律运行模式——以古代冰岛共和国“资格刑”为研究对

象》，《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2..邰浴日：《转型时期匈牙利刑事法律修订圆桌谈判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3.王印：《历史语境与话语语境下的司法秩序重建——以巴黎高等法院 1753 年大谏诤为中

心的考察》，《浙江学刊》2020 年第 3 期

4.孔元：《帝国-封建和主权国家的知识转型：以欧洲法学史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

2020 年第 3 期

5.邢来顺、邓雪莉：《德意志帝国工厂女工问题与女工劳动保护立法的演进》，《上海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6.高仰光：《国家的“历史性”及其在魏玛宪法中呈现的三个瞬间》，《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6 期

7.唐晓晴、文稳：《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IUS）传统的变异——以展示相

关术语使用的困惑及其理顺之建议为焦点》，《交大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8.薄振峰：《权利的发现——罗马法中权利概念的萌芽》，《北方法学》 2020 年第 4 期

9.王林敏、王亮：《论西欧中世纪习惯法的封建基础》，《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10.郝晓宇：《特殊断讼时代的证据史反思——中世纪法律思维初探》，《法律方法》2019

年第 1 期

11.张丽：《论神判习惯法对中西方刑事诉讼发展的影响》，《民间法》2019 年第 1 期

12.周平奇：《论优士丁尼法对女性人身权益的保护——以监护、侵辱、离婚为例》，《人

权研究》（集刊）2019 年第 2 期

13.徐国栋：《在“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错译背后——论罗马私法中的 Instrumentum》，

《河北法学》2020 年第 4 期

14.徐国栋：《罗马法中的无主物制度与中国民法典中无主物概念的丢失与寻回》，《社会

科学辑刊》2020 年第 6 期

15.张新刚：《罗马公法与历史视域中的王权法（Lex Regia）——王权法与人民主权传统再思

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16.谢蔚：《罗马法无遗嘱继承制度的演进——以血亲继承的变化为视角》，《湘潭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17.欧阳晓莉：《“绳环与木杖”——<汉穆拉比法典>石柱上的权标溯源》, 《历史教学问题》

2020 年第 1 期

18.徐国栋：《论<奥斯曼帝国民法典>中的罗马法基因——兼论罗马法通过伊斯兰法传入中

国的可能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6 期

19.韩光明：《法典编纂与私法发展：罗马法经验观照》，《交大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20.吴奇琦：《法律行为三元素（要素、常素、偶素）理论的诞生发展史》，《交大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21.王丰：《恩格斯对“济贫法”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湖湘论坛》 2020 年第 5 期

22.徐国栋：《<学说汇纂>作者籍贯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5 期

23.王小波：《8 世纪拜占庭性犯罪立法分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24.李继荣：《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路径与逻辑——以<法律选编>为中心》，《经济

社会史评论》2020 年第 4 期

25.胡川宁：《德国法定疾病保险主体的历史嬗变与反思》，《德国研究》2020 年第 2 期

26.耶格尔、姚远：《法颂：法哲学的起源与希腊人》，《山东社会科学》2020 年 12 期

27.郝晓宇：《从“法定证据”到“特殊刑罚”——前人权时代欧陆刑讯制度的兴衰》，《中

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2 期



28.乌尔弗里德·诺伊曼、申屠晓莉、邓卓行：《时代镜像中的法哲学：古斯塔夫·拉德布

鲁赫(1878～1949)》，《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29.弗兰克·萨利格、段蓓：《拉德布鲁赫和康特洛维茨》，《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30.乌尔弗里德·诺伊曼、邓卓行：《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家与政治家》，《法

律史评论》2020 年第 2 期

31.松田惠美子、崔龙：《 从主妇价值到女权主义：日本法政学说史上的家务劳动争论》，

《法律史评论》2020 年第 1 期

32.许晓光：《日本明治时期的私有财产权观念》，《世界历史》2020 年第 3 期

33.陈煜：《法以载道——荻生徂徕的中国法研究及其影响》，《清华法学》2020 年第 6 期

34.刘毅、蒋心培：《明治时期日本府县会制度比较研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6 期

35.张素萍、程兆奇：《丸之内法庭丰田副武审判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20 年第 1 期

36.张素萍、程兆奇：《“马尼拉大屠杀”审判中指挥官责任的认定——基于山下奉文案与

丰田副武案的比较 》，《江海学刊》2020 年第 5 期

37.卢森通：《俄罗斯联邦立法制度的演进及其规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0 年第 6 期

三、亚非拉

1.鲁楠：《印度宗教中的统治与律法——以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为中心的考

察》，《清华法治论衡》 2020 年第 00 期

2.高鸿钧：《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 《清华法学》2020 年第 1 期

3.张文龙：《刑杖与赎罪——传统印度刑法的双重运作及其现代重塑》，《清华法学》2020

年第 1 期

4.陈文婧：《印度公司法的历史演进——从殖民地遗产到本土化整合》，《清华法学》2020

年第 1 期

5.魏琼：《契约文明起源考：以古代西亚为中心》，《中国法学》2020 年第 3 期

6.夏立安、周晓帆：《财产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以拉美的法律发展为例》，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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