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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教授、尤陈俊教授做客“南开法学名家讲坛”纵论法律文化

发布者：李雁伟 发布时间：2023-06-24 浏览次数： 45

2023年4月21日下午，清华大学法学院陈新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尤陈俊教授做客“南开法学名家讲坛”（第七期），主题为“法律文化二人谈”。本次讲座由南开大学法学院于语和教授主持，南开

大学法学院院长宋华琳教授致欢迎辞，南开大学法学院冯学伟副教授和尹子玉博士与谈。

讲座伊始，于语和教授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了陈新宇教授和尤陈俊教授，并对陈新宇教授和尤陈俊教授莅临南开大学举办讲座表示衷心感谢。

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宋华琳教授在致辞中对陈新宇教授和尤陈俊教授表示热烈欢迎，欢迎两位知名法史学者莅临南开。两位教授在法律史学研究成绩斐然，陈新宇教授对清代法律史、法律教育、法律职业伦

理颇有造诣，尤陈俊教授则长期深耕于法律、社会与历史的结合部，两位学者都学植深厚，著译颇丰。预祝讲座圆满成功。

陈新宇教授以《不符册》为主要史料，作了“认真对待秋审——传统中国司法‘正当程序’的新诠释”主题讲座，从宪制意义上讨论秋审对央地关系的影响。首先，从Derk Bodde和Clarence Morris认为

秋审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正当程序”的命题引出思考的问题，法文化背景下应如何正确理解“秋审”以及在此之上进而探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次，从史料出发，借区分影印本、刻本、点校本之间记载内容

学院概况 党团建设 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 科研动态 合作交流 招生工作 资料中心 学生园地 校友之家 高端培训

https://law.nankai.edu.cn/main.htm
https://law.nankai.edu.cn/main.htm
http://law.nankai.edu.cn/main.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136/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137/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cyxz/list.htm
http://law.nankai.edu.cn/lawen/
https://webplus3.nankai.edu.cn/_s77/_t176/main.psp
https://law.nankai.edu.cn/32074/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75/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szdw/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78/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79/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80/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77/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81/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82/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83/list.htm
https://law.nankai.edu.cn/32090/list.htm


的细微差异，明确学术研究应注意适合史料的甄选；最后，明确个人观点，强调法律史研究，无论借鉴抑或批判，都需要避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或“月是故乡明”式的偏执与偏颇。

尤陈俊教授运用法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作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刻板印象”主题讲座。首先，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儒家化”等概念为例，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研究中存在一些刻板印象（stereotype），应对中国法律史的一些内容进行重新再认识，或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深认识。其次，又对其个人著作《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聚讼纷纭：清代的

“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的写作角度及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论证，阐明法律史研究过程中，对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可以“恶化”“丑化”而形成的比较

固定的观念或想法就是法律史研究中的刻板印象；最后，谈到如何研究刻板印象时，明确提出未来法律史研究应矫正刻板印象并分析刻板印象发挥的功能。

与谈环节，冯学伟副教授表示，听了陈新宇教授的讲座后，对清代的重要会审制度——秋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比如，秋审中具体判决结果的比例、案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流转过程等细节知识了解得更

加深入，还包括清代司法文书的运作、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等疑惑也都得到了解决。此外，史料的甄别也非常到位，给我们很多启示。尤陈俊教授对法律史教材和研究中的刻板印象的分析解读同

样颇具新意。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取向，常常作为基层调解的理论渊源。《聚讼纷纭》一书通过实践研究揭示了明清健讼与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甚至出现“悖论”，是由于史料选取及研

究视角的原因。以州县司法档案、官箴书、律例、奏折、文人笔记等有意史料与来自诉讼当事人的、民间视角的无意史料之间，往往会存在一定偏差，进而产生诸多问题。

尹子玉博士认为，清代法律史研究由来已久，两位老师却能焕发新意，选取不一样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和概念进行再认识，重新梳理知识体系，建构新的法律史认知

结构，这种研究态度给予法律史青年研究者很大的启发，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

讲座最后，于语和教授做了总结，陈新宇教授和尤陈俊教授都是法律史研究专家，他们史论结合、以史为据，严谨细致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角度新颖，方法得当，为我们展现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法律文化漫

谈。历史学科追求真实性，力主研究真实的历史问题；而法律史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则更具人文情怀，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往往希望通过研究联结历史与现实，实现二者的互动。

经过三个小时的精彩分享与热烈讨论，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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