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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考》 

 

内容简介 

  律学，与经学、玄学、理学等一样，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学术，作为中国古代法学的主体部分，其发展演变不仅

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实际运作有着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古代法学的成长以及整个学术的发达，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然而，与研究经学、玄学和理学等的著作汗牛充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清末至今，在律学研究领域，海内外

尚无一部著作面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遗憾。本书将编者多年来收集到的30余篇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律



学研究的论文汇集（编译）在一起，对中国律学的基本内涵、特征、发展演变以及与中国古代法学、吏学、谳学和

讼学的关系，秦汉、魏晋、隋唐以及宋明清各个朝代律学之诞生和发展的进程，先秦名学对秦汉之后律学的诞生与

发展影响等，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考证与研究。      

    本书的编辑出版，填补了中国学术界在古代律学研究方面的空白。不仅适合法学专业的教师、硕士生和博士生

阅读，也可以作为哲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专业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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