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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王铁崖先生相识，大概是1983年我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只是在课堂上与王先生有一
面之交，未得深谈。
1987年，作为《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我负责安排王先生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翻译的凯尔森所著
《国际法原理》一书的出版工作，并有幸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
在这个期间，先生出于对学术的负责，让我根据原著对稿子做全面的校对；因此，我与先生的交往也
就多了起来，不仅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而且对先生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有了直接的认识，
当然对先生所做的学术贡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最令我感动的乃是这样两件事情：一是王先生对于不同学术见解所持的宽容态度，尤其当这种不同见
解出自于我这样一个晚辈学生时更是如此；二是在这部译作编辑完毕的时候王先生竞执意要让我当这
部译作的校者（尽管我最后还是不敢受之，因为我只做了一个责任编辑应该做的工作），而这所表现
出来的则是王先生对学术后进的学术鼓励和褒奖。
正是出于王先生的这种学品和学问，我自此以后便在心里将王先生视作是自己的终身之师了。
在此后的10年岁月中，不论在什么情形下，先生对我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支持
。
先生因我之邀欣然担任了《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和《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的顾问，而且还极富信任地将《王铁崖文选》和《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这两部重要的论
著的编辑工作交给我来承担。
这对我来说乃是莫大的激励，因为它们乃是先生一生中惟一的两部文集。
当然，先生不仅关注我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也非常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先生主动当我和爱妻欣欣的
证婚人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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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铁崖文选》出版了，这不仅是他个人80高寿的纪念品，也是我国国际法学界值得欢庆的大事
。
这部《文选》辑入的国际法论文最早从1933年开始，到现在已近60年，而我国出现国际法学术论文，
从五四运动以后算起，还不到80年，因此这部《文选》的出版也是我国国际法学发展中上应该大书特
书的大事。
　　这部文选只是选集,并不是王铁崖教授有关国际法著作的全部。
文选不仅表现他的学术成果和贡献，也表现出他的治学态度。
在辑人本书的《略论国际法的研究及其论文写作》一文中,他提出科学论文的基本要求，首先要区分政
治性的国际法文章与学术性的国际法文章；尽管前者是有意义的，有时还是很重要的，但两者不能等
同。
这部文选没有辑人他发表过的政治性的国际法文章，而只收入学术论文。
　　这部《文选》还表现了王铁崖教授对当代中国国际法学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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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与世界的王铁崖先生－－《王铁崖文选。
新版译/邓正来王铁崖文选序/端木正一1.国际法当今的动向2.国际法在过渡中3.第三世界与国际法4.联
合国与国际法5.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6.新海洋法公约与海洋法的发展7.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8.
核威摄与国际法二1.国际法2.国际法的渊源3.国际法导论4.国际法的几个问题5.《国际法》教材中的几
个问题6.略谈国际法的研究及其论文写作7.我国国际法学的现状及展望三1.中国与国际法：历史和当
代2.从历史看中国与国际法的关系3.中国与海洋法4.格老秀斯著作在中国四1.民族主义的国际法观2.论
不承认主义3.从国际法上论集体自卫4.否决权－－二十五年5.从国际法看新宪法6.光华寮案的国际法分
析五1.最惠国条款的解释2.国家继承与条约3.条约与国内法律的冲突4.条约签字后的法律上效力六七为
王先生写传记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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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国际法从1618年到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公会算起，近代国际法学从30年战
争尚在进行中号称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名著《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发表算起，都已经有三百几十
年的历史了。
这三百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国际法是在不断地发展的，而这个发展是与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的
。
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国际法的发展。
因此，作为学科，国际法不仅是法学的一个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部门。
两次世界大战使整个国际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使整个国际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
这种变化和新的时期也使国际法发生变化，进入了新的时期，战后的国际法表现着与战前的国际法显
然不同的特点。
反映着现代国际关系的现代国际法开始产生了，而且进一步发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现代国际关系开始的标志，也是近代国际法开始转为现
代国际法的标志。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使国际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许多国际法原则规则被破坏了，许多国际法规章制度失去了作用。
可以说，整个国际法濒于崩溃。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又使国际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两种在根本上性质不同的国家能不能进行交往？
如果进行交往，又有什么原则规则可循，什么规章制度可依？
总而言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摆在国际法学的面前是整个国际法体系能不能存在、有没有存在的
价值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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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铁崖先生今年80岁了。
两年多以来，国外和国内的国际法学者为了纪念王先生的80寿辰分别准备出版纪念论文集。
加拿大著名国际法学者麦克唐纳教授邀请各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撰写论文，汇集成书，定在荷兰海牙出
版。
王先生以前的学生也纷纷撰写论文，准备出版一本题为《和平、正义与法》的纪念论文集。
这种很有意义的祝寿方式的消息传来令人兴奋。
我感到，还应该有王先生自己的文集。
为此，我把编辑出版《王铁崖文选》的设想向王先生提出，得到了王先生的首肯。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这部文集终于面世了。
从1933年到1993年，王先生始终致力于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这一长达60年的岁月中，王先生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和学者精神使我深为感动，极表尊敬。
我与王先生相识是1983年我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只是课堂上的一面之交，未得深谈。
1987年，作为《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我负责安排王先生翻译的凯尔森所著《国际法原理》一书的
出版，并有幸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工作。
在这个期间，我与王先生交往较多，对于王先生所做的学术贡献有了比较直接的认识。
王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而给我感觉特别深刻的是王先生对于不同见解所持的宽容态度，尤其是
这种不同见解出自于我这样一个晚辈学生时更是如此。
王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建树极大，而且在教学育人方面也硕果累累。
他创办了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和国际法专业，主办了一系列国际法方面的座谈会，研习班和学术讨
论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国际法学者和国际法工作者。
王先生还协助宦乡教授创办了中国国际法学会，并担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及《中国国际法年刊》主
编，为促进国际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国际法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外，王先生还光荣地被选为国际法研究院和世界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并担任亚洲学会国际理事会理事
等职，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世界最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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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铁崖文选》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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