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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律文化是一个宏观的法学新思维，它渗透在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之中。法律文化既体
现在作为隐性的法律意识形态之中，也体现在作为显性的法律制度性结构之中。法律文
化既是历史文化的遗留，也是现实的人类创造。过去人们创造了法律文化，今天人们仍
在发展着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一种集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观念与
制度在内的宏观的整体性文化。20世纪的中国法律文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也经
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由一元向多元的历史转型和发展时期，正在向
现代化迈进。21世纪的中国法律文化将在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成为多
元并存的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具有光彩的一支重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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