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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青年法学文库·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涉及的是20世纪中国移植外
国法的整个历程，其中，最为着力的是30年代前后对西方法的引进和50年代以后对苏联法的移植，而
在对这两个时期的论述中，我们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运用，有时，甚至就是各种档案史料的摘录
和陈述。
我们认为，对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反思，只有在深入解读大量第一手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比较好
地进行，只有让史实本身来说话，才能帮助读者对这一百年中国法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和全
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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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 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留学日本。
教授。
法学博士，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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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东渐与中国司法的近代化西方模式的选择与中国司法的现代化关于50年代中国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
反思新时期中国移植西方司法制度的问题分析第五章国际法《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略论民国时期
中国移植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50年代后中国对苏联国际法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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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日宪：天皇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之俸给，并任免文武官，但本宪法及他法律载有特例者
，各依该条项。
(第10条)    ·大纲：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
君上将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之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员所得干预。
    日宪：天皇统帅海陆军(第11条)。
天皇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军(第12条)。
    ·大纲：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
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日宪：天皇主宣战、议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第13条)。
    ·大纲：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日宪：天皇宣告戒严，戒严之要件及效力，以法律规定(第14条)。
  ．·大纲：爵赏及恩赦之权。
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日宪：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第15条)。
天皇命令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第16条)。
    ·大纲：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
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分歧。
    日宪：司法权，由法院以天皇之名，依法律行之。
法院之构成，以法律定之(第57条)。
    ·大纲：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
。
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日宪：天皇为执行法律或为保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亲发或使发必要之命令，但不
得以命令变更法律(第9条)。
    ·大纲：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
年会期，须交议会协议。
    日宪：天皇为保公共之安全，免公共之灾厄，有紧急之必要时，于帝国议会闭会中发可代法律之敕
令，此敕令至次会期当提出于帝国议会，若议会不承诺，则政府当公布自此以后此敕令失其效力(第8
条)。
为保持公共之安全，需紧急费用之时，依内外情形，如政府不能召集帝国议会，得依敕令行财政上必
要之处分。
前项事情当于下会期提出于帝国议会求其承诺(第70条)。
    ·大纲：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日宪：皇室经费依现在定额每年由国库支出，除将来需增额之时外，无需帝国议会之协赞(第66条)
。
    ·大纲：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涉。
    日宪：皇室典范之改正，无须经帝国议会之议，不得以皇室典范，变更本宪法之条规(第74条)。
  2．关于臣民权利义务  ·大纲：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日宪：日本臣民合法律命令所定之资格，均得任文武官及就其他公务(第19条)。
    ·大纲：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日宪：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著作、印行、言论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29条)。
    ·大纲：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日宪：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第23条)。
    ·大纲：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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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宪：日本臣民受法律所定之裁判官裁判之权不能被剥夺(第24条)。
    ·大纲：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日宪：第24条。
    ·大纲：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日宪：日本臣民其所有权不能被侵害，为公益事必要之处分依法律之所定(第27条)。
日本臣民除法律所定者外，未经许诺，其住所不能被侵入及搜索(第25条)。
    ·大纲：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日宪：日本臣民从法律所定有纳税之义务(第21条)。
日本臣民从法律所定有服兵役之义务(第20条)。
    ·大纲：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日宪：无相应条款。
    ·大纲：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日宪：无相应条款。
    《钦定宪法大纲》从颁布之日起，就招致多种抨击。
如批评“其本旨在于巩固君权”，只不过是“徒饰宪法之外貌，聊备体裁，以蔚民望”。
《民声》第1期(1910年版)刊登有荪楼的“宪法大纲刍议”，此文指出，《钦定宪法大纲》的“钜谬”
有三方面，即“一日悖正义”、 “二日昧法理”、“三日反事实”。
时至今日，大多法史书籍及论著在论及该大纲时，往往仍会提到“假立宪"、“粉饰宪政”、“以宪法
名义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等词句。
    本文为避免有离题之嫌，不能也不想在此对大纲作过多的评价。
只想说明的是，无论当时的清政府出于怎样的目的制定、颁布这一文件，也无论这一文件多么欠缺近
代宪法应有的内容和特征，但不能否认《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颁布的、在名称上明确
带有“宪法”两词的文件，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仅从此方面言，任何完全否认这一文件的历史意义的言论都会给人以有失客观、公正之嫌。
而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它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宪政的实践和理论的影响，而
从上面的对照可以看出，它的内容则与日本的明治宪法大同小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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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中青年法学文库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
其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良好环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的成绩。
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比起自然科学，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
镜，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法学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导引。
在建设性的同时，它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
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它还要在外来学说与固有传统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追求适度的超越，
从而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
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家的使命，而为这种使命的完成而创造条件乃是法律出版者的职责。
    “中青年法学文库”正是这样一套以法学理论新著为发表范围的丛书。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成为高层次理论成果得以稳定而持续成长的一方园地，成为较为集中地展示中国法
学界具有原创力学术作品的窗口。
我们知道，要使这样的构想化为现实，除了出版社方面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海内外中国法学界的鼎
力推助和严谨扎实的工作。
“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清泉潺潺，端赖源头活水。
区区微衷，尚请贤明鉴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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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青年法学文库"系列图书之一，是研究20世纪中国法的移植的重要论著
。
本书引证广博，论述精微，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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