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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满族法文化活态研究》以法社会学为视角，以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的史料
考据为研究手段，对满族法文化的变迁及活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满族法文化活
态研究》主要包括六个部分：一，满族族群。满族经历了由传统的紧密的民族体向现代的松散的民族
体逐渐变迁的过程，这一变迁的原则在于：其一，满族民族体的强国家权力黏着性；其二，强大的国
家制定法；其三，分裂的民族心理。二，满族家祭。满族家祭具有传承家族传统、增强民族认同、实
现道德教化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满族家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三，满族家规。家规族约的变迁
经历了从忠君爱国到爱国爱民、从尊卑有序到亲友和睦、从光宗耀祖到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其核心
价值包含孝亲敬老、崇尚但不唯知识、安身立命坚守道德情操、禁恶习。四，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
巫术与宗教的混合体，其变迁经历了氏族宗教、民族宗教、民俗宗教的过程，萨满教与礼法秩序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联。五，满族说部。说部中存在着独特的社会治理文化，同时，也包含了战争法文化。
六，满族自治立法。满族自治地方立法存在着结构性缺失、逻辑混乱、宣示性内容过多、重复立法严
重、立法缺少民族性、缺少公众参与等问题，在书中我们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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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然吉林大学法学博士，现为长春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为
国际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任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法学会常务理
事、长春市法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长春市政府法律顾问、吉林省第十三批有突出
贡献专家、长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文化、行政法治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有多篇学术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及国外
学术期刊转载。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国家知识产权局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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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宇刑法学博士，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知识产权、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证据
法学以及法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出版《民刑关系要论》《高等学校问责法律制度研究》《证据法学
》《知识产权法概论》等学术专著；在国家级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蒙古国知识产权制度分析》《著作
权的法律保护的关键词的展开》等十余篇；参与《社区矫正研究》
以及《满族法文化活态研究》等省部级国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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