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6610

10位ISBN编号：7509316618

出版时间：2010-01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德]萨维尼

页数：391

译者：朱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

前言

如果一个科学领域，例如我们的科学领域，通过许多时代的不懈努力而被建立起来，那么属于当代的
我们就会享有丰富的遗产。
不仅仅是我们所掌握的大量已被获得的真理，而且精神力量的任何尝试方向，之前时代的所有努力，
无论它们是卓有成效的还是失败的，对于我们都具有许多好处，它们可能是典范也可能是警示，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与过往几个世纪的联合力量一起工作。
如果我们现在由于懒惰或者自满而疏忽了我们所处境地的自然优势，并且我们仅仅是非常浅薄地考虑
以下问题，即在上述丰富的遗产中，有多少对于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构成性的（bildend）影响，那么我
们就放弃了这些无比珍贵的财富，这些财富与真正科学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而此本质就是科学信念
的共享（Gemeinschaftlichkeit）以及持续的、生机勃勃的发展，没有这些发展，上述共享会变得死气沉
沉。
为了使得这种情形不会发生，我们必须期望，个人所尝试的和获得的东西应不时地在统一的意识之中
而被总结。
因为，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对立往往非常尖锐；如果我们对于所有的整个时代进行比较，这种
对立则更为激烈。
但这并非选择其一而拒绝其余的问题；毋宁说，任务在于将所察觉到的对立融合成一个更高的统一，
这在科学中是通往确定发展的唯一途径。
对于这种总结性的工作而言，合适的思想倾向是对于我们前辈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保持一种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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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主要具有一种批判性(kritischen)的特征。
许多人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只是需要正面的、能够直接适用的真理，而并不关心它们获得的方式
以及可能存在的对立。
如果我们能够只让清晰的、单一的真理对于我们产生绝对的影响，并且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而取得新
的知识，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会非常容易和舒适。
但许多渣滓却包围并且阻碍着我们，这些渣滓由错误的或者部分正确的概念和观点组成，因此我们必
须自己开辟道路。
命运使得我们担负起许多不必要的负累，我们要为此和命运抗争吗?我们必须要顺从它，将之作为我们
精神存在的必要条件，但这里却并不缺少丰富的果实这些果实是作为我们劳动的报酬而从这种必要性
中产生出来的。
在此之中，我们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培养，我们通过与错之间的斗争而获得的每个真理，就会在
更高的意义上成为我们的财富，并且较之以下情形，即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被动地和轻易地获得这些真
理，在前一种情形中，这些真理会被证实更为富有成果。
    本著作的上述批判性特征主要在以下具体应用中表现出来。
首先，它几乎完全体现于以下情形，即所进行的研究并不罕见地仅仅得出单纯否定的结果；此情形可
能在于，罗马法制度被证明已经消亡，因此我们的法状态对此非常陌生，或者在我们的法体系中，现
代的法学家描述了由于错误理解而被引入的毫无根据的概念和学说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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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本著作的任务第一节 当代罗马法本著作中所描述的法学部分被称为“当代罗马法”(das
heutige Rtimische Recht)。
较之单纯的标题所显示的，在以下的对立中，此特别的任务才会被界定得更为准确。
1．本著作所描述的是罗马法。
因此只有以下法律制度才属于本著作的任务，即这些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e)起源于罗马法，但包括
其之后的发展，尽管这些发展可能并不能被回溯于其罗马起源。
由此，所有起源于日耳曼的制度就必须被排除。
2．本著作所描述的是当代罗马法。
由此排除以下内容：首先是这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其次是属于早期法而并不属于优士丁尼法的所有具
体规定，因为只有优士丁尼法这种罗马法的最近形态与我们的当代法状态存在联系；第三是虽然属于
优士丁尼法但是在我们的法状态中已经消失的所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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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著作的翻译最初起源于我与刘智慧教授合作翻译完成萨维尼的另一部经典著作《论占有》之后，迄
今已三年有余。
其间，心性一直沉湎于一种寂寥、沉静甚至有些自我虐待的氛围之中，情绪始终徘徊于痛苦、踟蹰、
恍然与深思之间而阴晴不定，我曾不断地想象工作最终完成之后，我会有何等的欢欣；在翻译之初，
我期待这本著作能够极大地充盈我彼时已有些贫瘠的精神状态，为此我曾经感慨“我这一生可能要奉
献给萨维尼了”，同时却又有一种“萨维尼要奉献给我这一生了”的狂妄；我也曾计划为这本著作写
作一个评介性前言。
但当本书校对完成之后，我却陷入了一种无话可说的失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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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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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罗马法体系1》：法学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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