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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文化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学术界首部运用法律文化学原理解读中国宪法文化的理论作品。从文化学的宏观立场来看
，古代基本法与中国近现代宪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联。古代政制中的德政模式、集权结构、等
级秩序以及人治机制，乃是中国宪法文化生长的基础土壤，并以文化根基的作用方式，支配和影响了
宪法知识体系在近代中国的舶入过程与建构形态。该书梳理了西宪东入的时代语境以及宪法知识体系
移植的历史进程，并从宪政的四个维度全面解析了中国近现代宪制在观念理解、制度设计以及实施运
行上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深刻地揭示出“宪法是一种文化”这一理论命题的当代宪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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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晓枫，男，汉族，河北望都人，1955年10月出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国法制史、法律文化以及宪法学谱领域，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法制史》。其主要观点认为法律文化系历史传习而来。
而对当代法学、法律现象的理解，不应脱离历史文化视角的审视。文化的解释能够揭示法学变化和法
律变迁的内在成因。目前陈晓枫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宪
法史、中国财产法史、中国诉讼法史、中国法律文化原理、司法成案研究等课程，其授课深受广大本
科学生和研究生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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