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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编纂，围绕民法典编纂也发生了种种编纂主张的激烈论争。
　　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或者在大陆法系内部的德国法系与法
国法系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一百年前，我们的前人已经替我们作出了选择。
　　中国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复兴而继受外国民法。
因继受外国民法，而在中国创立了一个崭新的民法体系和一个民法学科，使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接
轨成为可能。
　　中国之属于德国法系已是无可回避的既成事实，从德国民法继受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
理论的体系，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中国立
法、司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成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基础。
今天，我们只能且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实现民法的现代化、法典化！
　　法制史学者杨鸿烈先生说，民国的立法，不过是完成清代的未竞之业而已！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何尝不是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开端的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的一个环节？
！
　　笔者初读俞江博士的论文，仿佛有幼年犯了错误被责罚时不敢仰视父母的感觉，面对中国百年民
法继受史，真真切切地感到自身的渺小！
　　以上感想，权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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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清末民国时期（1990－1949）民法学中关于私权（private rights）理论的研究状况。
20世纪初，国人亟欲通过效仿西方宪政，获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西方现代法学遂因立宪运动而移
植国内，并终于代替了中国传统律学。
这一时期的法学移植主要是借鉴日本的经验，移植对象以德国法为主。
作为西方法学中的重要门类。
民法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全面系统地输入中国。
相应的“人格、”“私权”等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与这些概念的解释学也基本形成。
到1911年，由于日本学者的帮助，《大清民律草案》得以出台。
这部草案为后来20年里的私权及其规则的研究奠定的基础。
     民国后，民法学研究继续发展。
财产权、人格权等私权理论在各级法院的判决中得到贯彻。
大学法学院或法政专门学校里，私权理论得到系统的讲述。
20世纪初，西方法学内部检讨了极端个人主义，社会利益学说发懚成为主流学说。
由于该学说被视为西方最新思潮和20世纪法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后，也就逐渐成为中
国法学 中的主流学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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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近代中国民法及其学说源流　　第一节“民法”语词考析　　一、从“民律”到“民法”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
其原生词为拉丁文中的juscivile，原意为“市民法”。
法语为droitcivil，德语为BurgerlichesRecht或zivilrecht，意大利语为dirittocivile，荷兰语为BurgerlykRegt。
英美法系无“民法”概念，研究民法时，一般使用civillaw一词。
　　使用汉字“民法”一词翻译西方民法的现象发轫于日本。
关于日语中“民法”的对应词，一些学者认为是1870年箕作麟祥翻译《法兰西六法》时所创，依此说
，“民法”的对应词为法语中的droitcivil。
但其后经一些学者证实，津田真道在1868年（庆应三年）翻译荷兰文献时已经使用“民法”一词。
因此，“民法”一词对应的是荷兰语的Burger。
lykRegt。
但该词能够于1870年以后广为流传仍归功于箕作麟祥。
　　中文文献中最早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法”一词见于1887年由黄遵宪完成的《日本国志》。
其中提到：“私诉以赔偿归还赃物为主，照依民法听被害者自便。
”迨至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鼓吹变法，曾反复提到修订民法。
如1897年11月完成的《日本书目志》，将民法单列一类，并举当时日本民法学著作54种，日本翻译的
国外民法学著作18种，还赞扬日本将“外国公法、民法诸书，译之极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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