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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套丛书的“总序”，往往是洒洒万言。
我却欲用最直接、最简洁的文字写就本套丛书的“总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者完全可以从本套丛书所收录的内容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其出版价值及意义。
个人认为，推出《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这套丛书，旨在增进理论界、实务界对近百年来我国
民事诉讼法制发展状况的了解，通过整理、汇编、说明文献资料的方式，努力搭建公开、平等的学术
平台，增加学术积累，满足立法及实务之需，促进本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本套丛书追求的最大价值不在于证明编纂者的创造，而在于渴望读者们、利用者们的发现。
自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丙申（1902年5月13曰）清政府下诏沈家本、伍庭芳主持修律及拉开中国法制现代
化之序幕，时至今日已逾百年。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百年进程，既是中华固有法制和法律思想全面走向衰败以及西方现代法制、法律文
化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及其理论不断走向独立、成熟和体系化的过程，全面认
识和评价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立法者、司法者和研究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我国目前尚未有全面总结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百年进程中的立法成果、理论成果的文献资料集，而
弥补这一空白当属民事诉讼法学者应为的一项学科基础建设工作。
本套丛书的编纂者们希望能为填补这块空白提供力所能及的贡献，即便我们知道从事文献资料的提供
工作的确是件“损多益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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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民国初期·第1卷）》主要讲述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百年进程
，既是中华固有法制和法律思想全面走向衰败以及西方现代法制、法律文化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也是
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及其理论不断走向独立、成熟和体系化的过程，全面认识和评价这一过程，对于今
天的立法者、司法者和研究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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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中国传统法制，立基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皇帝集权的专制政体以及家族本位的宗法社
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精神品格和文化魅力，呈现出浓厚的民族
色彩。
其影响，对内有力地维系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使之绵历两千余年，“屹然独立于天地间
，经久而不替”；对外则曾一度为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所效仿，在东亚地区形成以礼法文化
为基本特征的儒家法文化圈，被誉为“中华法系”，并与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
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缓慢，中国传统法制基本维持着其原有面貌，很少变
化。
但是18、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人权思想的兴起，欧洲各国法制纷纷改弦更张，面貌为
之一新，而中国传统法制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墨守陈规，不思更新。
“可断言者，中国传统法制实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始大幅度落后于欧陆各国。
”第二百七十六条 不宣告之裁决，应为送达。
已宣告之裁决，得抗告者应为送达。
不经言词辩论之判决即不宣告者，法院应依职权送达，正确告知当事人两造，此通例也。
然时于此项有种种之例外，不能不亟为注意者。
例如，督促程序之支付命令及执行命令亦属一种裁决，而法院并不以职权送达；又驳斥声请诉讼费用
额之裁决，惟对于声请人为送达是也。
诸此例外应规定于适当之条文内，或任诸法文之解释，故不能于专条中总汇之规定。
此本条所以设也。
第二百七十七条驳斥声明或就有争执之声明所为之裁决，应附理由。
推事所为之判决概依法定之程式为之，而裁决书可毋庸依判决书之程式，故有本条之规定。
其对于驳斥声明或就有争执之声明，推事所为之裁决应附理由，藉以显明发现裁决之原因，免当事人
之疑义。
此本条之所设也。
第二百七十八条裁决经宣告或送达后，为该判决之法院、审判长、受命推事或受托推事受其羁束。
但关于指挥诉讼或本条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
法院所为之裁决，无论已宣告者或已送达者，固不得自由撤销。
于第二百七十一条已有规定①外，属于诉讼上指挥之裁判或于本条例有特别规定者，均许自由撤销，
亦与当事人之利益无碍，并使诉讼易于进行。
且以裁判之性质言之，非使法院撤销不可者，其由审判长、受命推事、受托推事所为之裁判亦然。
此本条之所以设也。
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百六十七条
、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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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民国初期第1卷)》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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