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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法理学(1895-1949)/中国法律史学文丛》编著者程波。

《中国近代法理学(1895-1949)/中国法律史学文丛》内容提要：本书为系统阐述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论著
。
既对晚清至民国种种《法学通论》教科书资源作了考证，又辨析诸多教材版本，及学脉渊源与学术成
就并不同一的民国法学者、法律教员的时代印迹。
认为，在清末废除科举、推行近代教育制度的背景之下，大量流通的《法学通论》教科书，成为民众
普及法律知识的最直接的媒介之一。
近代西方法学观念中的核心法律概念，“
宪政”“自由”“权利”“三权分立”频繁出现在新式学堂的各种教科书里，并由日常生活的新闻事
实传入中国，从而作为近代。
法律知识。
的一部分而被社会化。
尽管晚清最后十年开始的大规模的汉译日本《法学通论》教科书具有某种典范意义，但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近代法理学亦渐次注重从英美法学理论资源中汲取养分。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欧美的法律和法学，对中国近代法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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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程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湖南商学院法学教授。
常年从事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电影与美国法律文化等讲学与研究。
学术研究特别关注西方法治思想和制度演进的历史，涉及法治理论、司法制度、法律文化等领域。
受马歇尔“自然界没有飞跃”的影响，深感中国法治建设亦需要渐进推行，学术观点主张创造接受法
治思想的舆论环境，在法治秩序中提升“公民美德”和“公民参与”精神。
在从事的法学教育及实践中，主张通过法律案例、法律电影等的教学手段，丰富同学们对法律的理解
，敏锐地发现和关注生活事件中的法律意义，学会用法律的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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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何这本著译（者）和时间均相同的《法学通论》，会有两个不同版本？
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先从矶谷氏《法学通论》的译者王国维说起。
据记载，王国维曾在国内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二年有半”，既跟藤田剑峰学日语，参与翻译出版
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与桑原隲藏的《东洋史要》；又跟藤田、田岡（田岡佐代治，号岭云，东京
大学文学士）学英语，通过田岡得以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著作，“心甚喜之”。
1901年2月，在藤田的介绍和一手安排下，王国维在日本人东京物理学校，至1901年6月26日提前归国
，这是王国维短暂的留学经历。
1901年中秋前夕，王国维曾供职于罗振玉主持的武昌农务学堂，担任“译授”，也就是协助外籍教员
讲授农学课程。
在武昌“译授”期间（大约是1901年中秋节后至1902年春节前），王国维不仅按罗振玉的提议编撰了
中小学堂教材，而且还翻译了日本学者中村五六编撰、顿野广太郎修补的《日本地理志》和藤泽利喜
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及矶谷幸次郎的《法学通论》等中高等师范学堂的教育用书。
大约在1901年前后，王国维与樊炳清、沈纮等“东文学社”同学均有译著在金粟斋译书处出版。
金粟斋译书处由蒯光典于1900年在上海南京东路创办，经理方漱六，但其存在时间不长，1902年即告
歇业。
据包笑天先生的回忆，金粟斋译书处的印书业务主要是商务印书馆承担。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上海金粟斋译书社的矶谷氏《法学通论》铅印本，或更早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矶
谷氏《法学通论》版本，或这两个版本就是同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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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法理学(1895-1949)》编著者程波，在法学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
著有《西方法律思想史——法治源流》，研究领域：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史。
《中国近代法理学(1895-1949)》阐述的近代法理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欧美
的法律和法学，并对中国近代法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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