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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汉学家和法学者，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专家何意志教授的近著《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
化导论》，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用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态度，阐释和描绘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
实际上独立存在的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从而不仅为西方人，同时也为中国学者本身进一步了
解和认识这一法律文化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设置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路和方法。
概括而言，这部著作因其以下几方面特点而具有独到的价值：第一，在西方，虽长久以来不乏对中国
法律制度的研究，且近年来似乎还越来越多，但像这样一部以“中国法律文化”为专题的系统研究，
至今还没有看到过；第二，这部著作不仅仅是以西方通行的方法理论来对中国法律文化进行考察，而
且对中国近年来有关法律文化的著述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在此意义上还可以说，该部著作还是
对近些年有关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研究情况的分析总结；第三，作者凭其多年研究中国法律制度
的经验和积累，依据他近些年来在中国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的最直接的资料，对中国法律规范所体现
的法律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第四，作者用了很大的精力对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给以密切注视和观察。
所以，他对现今中国法律制度的重建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立法动机和指导思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从而又能够对由此体现的深层法律文化予以透彻的分析；第五，为了阐明中国法律文化及其传统的形
成发展，作者依据丰富翔实的历史文献，对中国法律文化及其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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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导论》以一种历史和区域的视角，展示了形成中国法律文化的各
种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考察了中国法律文化形成的现实根基和思想史基础，揭示了中国各种法律渊源
的特点和中国司法的制度性架构。
　　依据西方法律部门的理论，在中德比较法的视野中，简明扼要地解析了中国宪法、行政法、社会
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和程序法中的中国元素和现代性因子，剖析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
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系统展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三种不同文化影响之
下的中国当代法律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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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意志，德国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中国法律文化教授。
主要著作有：《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导论》（1999年）、《中国环境保护法》（2001年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中国行政法》（2003年）、《入WTO后中国外商投资法》（2004年）、《
中国经济法概要》（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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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法官资格1979年，中国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
人员结构不适格是一个主要问题。
如上所述，1949年民国的《六法全书》被废除；这些法律被称为“旧法”，民国出身的司法人员就被
称为“旧法人员”。
其中，6000名旧法人员被新中国接收。
（1]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开展土改运动、三反、五反期间，新中国招募了大量的工农出身的司法人
员。
民国时期接收的这些司法人员在废弃“六法全书”上态度并不坚定。
他们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法典也可以是合理的、可适用的判决依据。
一些共产党的司法干部也持类似的观点。
[3]1952年底，共产党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民国时期的法律观念遭到了批判。
从民国接收的司法人员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6500名新进的司法干部。
而1957年夏天的运动意味着对那些在民国法典法基础上接受教育的职业法律人的清洗，很多司法人员
被贴上了“法律异见者”的标签，从司法机关中被清除了出去。
1958年，在三面红旗的政治背景下，政法干部被“下放”到工厂或者农场从事体力劳动0[4]从此，法
院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他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5]的报告中指出，国家至少要招募100万名司法人员
（包括律师）。
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指出了司法机关存在的痼疾，司法人员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受到过法律教育
，而且实践经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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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天，终于可以放心地为何意志教授的《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导论》写一篇译后记了。
本来应该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却不知道说些什么话才合适。
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解释。
对于《法治的东方经验》来说，很多时候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需要通过解释的方式对被解
释过的话语进行还原。
本书引用了很多文献，这些文献既有传统的中国文化典籍，也有中国现当代学者以及海外汉学家的文
章著述；既有转引于英文、德文的文献，也有源出于中文的文献，纷繁复杂，不一而足。
为了更准确地传递文本蕴含的信息，避免二次解释后造成的文化信息的缺失，译者不得不尽量寻找这
些资料的中文原始出处。
而这项工作做起来，却是出乎意料的艰难。
尽管现在资讯发达，可以借助网络资源搜索所需要的信息，可是要找到切合的信息点，在茫茫的资料
里无疑是大海捞针。
有时候，译者不得不采用最原始的方式，徒手去查找古籍、报纸、学术期刊等相关资料。
这在翻译《法治的东方经验》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种工作的常态。
《法治的东方经验》中涉及很多的中外人名，所以查找这些人的汉语译名就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
因为很多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专家都有一个自己取的或者约定俗成的汉语名字，比如费正清、谢和耐
、傅吾康、福兰阁、李侃如、欧中坦、何四维、理雅各，等等。
译者认为，将他们的名字按照“名随其主”的原则翻译成中文，传达出这些汉学家姓名里面蕴含的对
中华文化的脉脉温情，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也是一位中国人向海外汉学家所做辛勤工作的一
种致敬方式。
所以，译者尽量一个名、一个姓的去比对、核实，这花费了比翻译本身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尽管译者竭力避免误译，但是由于文中出现的海外汉学家、中文作者灿若群星，加之译者视野
不甚宽阔、学术积淀不深，很多情况下这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和奢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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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不仅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文化提供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而且也对中国人认识自身的法
律文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米健《中华读书报》这是一本信息量很大、可读性很强的书，它必将属于有关中国研究的经
典文献。
　　——古德拉·林克（Gudula Linck）《历史政治书》（《Das Historische Politische Buch》）尽管绝
大多数专业人士都熟悉该书的重点——中国法律体系的整体轮廓，但是何意志教授努力在法律文化的
视角下解释中国法律的观念基础和中国法律体制的行为表达，展示出了分析视角，从而使该书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
　　——皮特曼·B．波特（Pitman B. Potter）/迪尔克·乌尔里克（Dierk Ullrich）《国际法历史杂志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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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导论》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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