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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马尔蒂诺多卷本的《罗马政制史》是20世纪欧洲罗马公法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第一卷中，作者结合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现代的考古资料、碑铭、纸莎草文献和前人的研究著作，系
统论述了罗马早期的氏族时期、王政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的政制基本结构和发展演变的脉络。
    该著作对中国法学界和历史学界增加对罗马公法的知识，重新认识西方古典时代的政制传统，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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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1907-2002），20世纪欧洲罗马法学界和历史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
作者生前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罗马法教授，意大利终身参议员。
曾先后任教于墨西拿大学、巴里大学和那不勒斯大学。
在罗马私法、公法和诉讼法，以及罗马的经济史领域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德·马尔蒂诺也是在意大利和欧洲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曾当选意大利众议院议员、终身参议
员、意大利社会党的代书记，并在1963年当选为意大利社会党全国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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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生平以及著述／桑德罗·斯奇巴尼对罗马公法的运用：从卢梭的《社会
契约论》到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皮朗杰罗·卡塔拉诺撰薛军译第一章 氏族体制第二章 
城市的建立第三章 贵族与平民第四章 埃特鲁斯的扩张与城邦第五章 拉丁城邦的组织机构第六章 埃特
鲁斯城邦第七章 百人团政制第八章 市民与城邦之间的关系第九章 共和国的起源第十章 社会阶级和经
济制度第十一章 共和国初期的城邦机构第十二章 十人立法委员会和建构一种新政制的尝试第十三章 
瓦勒里和奥拉兹法律及军团长官、监察官第十四章 平民的官员和平民的会议第十五章 阶级问的政治
平等第十六章 新政制的组织机构及其官职第十七章 民众会议第十八章 元老院第十九章 共和国政制的
特点常用缩略语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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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即使反对罗马的氏族起源于两个或更多的相互通婚的最初的团体分化的理论，也不能反对李维的一个
著名片段，该片段被当作氏族是族内通婚的证据。
该片段说，一个叫伊斯帕拉·费切尼亚（Ispala Fecennia）的被解放的女奴，因为揭发了崇拜酒神巴考
斯（Baccanali）的仪式，元老院特许她有权赠与、转让其财产，出嫁到其家族之外，自己选择监护人
，如同丈夫通过遗嘱为其妻子指定监护人一样。
该片段涉及公元前1 86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能不能认为，在那个时代，当不同氏族之间通婚是一种习惯时，同一氏族内部通婚的原则仍有效呢？
很显然，在不对这些词语的含义进行牵强解释的情况下，这个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
李维所提到的那件事涉及一个获得自由的女奴隶，没有什么因素允许我们将“因出嫁而脱离氏族”的
规则也扩及于自由人。
此外，接受氏族是原始团体分化的产物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氏族是在族系的
民族国家之后产生的。
实际上，原始的共同体是一回事，种族（ethnos）、氏族名称（nomen）是另一回事，它能够被看作是
达到某种程度的具有国家组织特征的大的团体。
对于意大利的情况来说，梅耶及其追随者们也提出民族国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民族国家内部
，由于民族统一体的分裂而产生城邦——来反对氏族理论，后者认为民族国家产生于氏族联盟。
他们构想了某种无论对希腊还是对罗马而言都相同的文明发展进程。
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下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由于后来的分化，城
邦和民众共同体从这个国家分离出来。
在作为古意大利人的体制所特有的原始村落（pagus）中，可能首先出现了“市镇”（oppidum），并
且在它周围形成由城墙围护起来的民众聚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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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欧洲的罗马法学界以及古典学界，提到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大家都会把它看作是与蒙
森在19世纪撰写的《罗马公法》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一部罗马公法研究巨著，是20世纪罗马公法研
究领域集大成的作品。
翻译这样一个大部头、多卷本，并且是用意大利文撰写的著作，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在各种因素的激励之下，我还是踏出了翻译这部巨著的第一步，现在把该著作第一卷的译稿，
交给读者诸君。
严格说来，对罗马公法的关注，只能算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民法以及作为其源头的罗马私法才是我
教学和科研的本行。
不过，自2005年回国后，在与不少师友交流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中国法学界对欧洲古典时代的政法
思想、制度实践方面的知识甚为欠缺，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界对现代欧洲的公法思想
和政法制度实践给出的一种贴切的理解。
这一状况，甚至也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当下的政制状态进行深度的解读。
审视当下中国的政制体制，从我们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我们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这
些最重要的范畴，无不是由一些具有浓重的欧洲古典文化背景的名词（人民，populus；共和国，res
publica；民主，demokratia；专政，dictatura）组合而成。
要深人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就不可能不去关注欧洲古典时代的公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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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毫无疑问可与蒙森的《罗马公法》在19世纪
所占据的地位相媲美。
这一著作是20世纪的学者从自己时代的问题意识出发，与古典罗马进行的一次严肃而认真的对话的结
果。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罗马法教授 桑德罗·斯奇巴尼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一书的汉
语译本的出版，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中国学界对于欧洲古典时代公法思想和制度实践的认识，也可以
改变中国法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罗马公法不发达、不重要的误解。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国栋《罗马政制史》一书如一幅工笔长卷，向现代人展示了罗马人在
古典时代跌宕起伏的政治实践及其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
只有透彻地解读欧洲文明的这一深厚的历史根基，我们才能够获得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透彻
理解。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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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马政制史(第1卷)》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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