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法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方法学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2014607

10位ISBN编号：7562014604

出版时间：1996-1

出版时间：政法大学

作者：何勤华

页数：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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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法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自1996年初版以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同行专家的肯定，故于1997年加印了一次。
此次再版，除对本书的个别错误作了订正，并吸收了这三年中学术界关于西方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
外，保留了本书原有的体系、风格和内容。
    本书的基础是1989年笔者为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研究生开设的“西方法学史”课的讲稿，将其
作为法学史研究的第二卷之后，又进行多次修改、补充，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但总感动不是很满意
。
    1993年4月到1994年10月，笔者作为国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有幸第二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
。
这对充实本书的内容，提高其质量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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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 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现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念书。
1982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入华东政法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于1984年12月毕业，留本校法
制史教研究任教至今。

    1987年9月任讲师，1990年10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7月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2年10月起，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8年7月，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99年10月，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主要著作有：《东京审判始末》、《大众法学常识》、《家庭法律大全》、《法学新学科手册》、
《当代中国法学新思潮》、《比较犯罪学》、《上海法制发展战略研究》、《中西法律文化通论》、
《外国法制史纲》、《日本破产法》、《法学史研究西方法学史》、《外国法制史》、《美国法律发
达史》、《华洋诉讼判决录》、《法律文化史论》、《英国法律发达史》、《日本法律发达史》、《
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史》、《民商法新论》、《德国法律发达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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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和萨瓦等的法的文化哲学　　　（六）巴姆加丁的幸福主义法哲学　　六、拉德勃鲁赫的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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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学的形成　　一、概述　　二、肯特的法学理论　　三、斯托里的法学理论　　四、自然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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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历史法学的倾向　　五、分析法学的倾向　　六、私法学的发展　　　（一）契约法理论　
　　（二）财产法理论　　　（三）侵权行为法理论　　　（四）公司法理论　　七、公法学　　　
（一）宪法学　　　（二）行政法学　　　（三）刑法学　第三节　20世纪以后美国的法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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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法学和行为科学法学　　　（六）经济学分析法学　　　（七）批判法学　　　（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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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概述　第二节　近代以后日本的基础法学　　一、法哲学　　二、法社会学　　三、法史学　　
四、比较法学　第三节　近代以后日本的私法学，　　一、民法学　　二、商法学　第四节　近代以
后日本的公法学　　一、宪法学　　二、行政法学　　三、刑法学　第五节　日本法学近代化的特点
第九章　二次战后西方法学的发展　　　　　— —以基础法学为中心　第一节　二次战后西方法学发
展的一般特征　　一、学派众多、论战激烈　　二、高度分化、高度综合　　三、法学新学科层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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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二）美国　　　（三）法国　　　（四）德国　　　（五）日本　第四节　法史学　　
一、西方法史学研究的发展　　二、二次大战后西方法史学研究的新特点　第五节　比较法学　　一
、概述　　二、英国　　三、美国　　四、法国　　五、德国　　六、日本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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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博士之后，注释法学派中比较活跃的人物是普拉坎梯努斯（Placentinus，约1120～1192）和巴塞
努斯（J.Bassianus，约1190年去世）。
前者在波伦那大学讲授法律之后，又去南部法国的蒙特利埃（Montpellier）创建了法律大学。
他在该地完成的关于《查士丁尼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学阶梯》的《注释集成》（Summa），对注释
法学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巴塞努斯是四博士之一的布尔加利斯的学生，他继承了以伊纳留斯和布尔加利斯等人为代表的所谓“
主流派”的观点，成为当时波伦那大学的注释法学权威。
　　但是，对注释法学派作出巨大贡献、并使该学派最终定型的则是阿佐和阿库修斯。
　　阿佐是巴塞努斯的学生，毕业后成为波伦那大学的民法学教授。
他一方面继承了其老师的主流派立场，另一方面也注意吸收以四博士之一的高塞为代表的非主流派的
成果，因此，使注释法学派在他手上达到了发展的顶点。
他关于《查士丁尼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学阶梯》的注释汇编和指导书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
洲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成为出庭审案者所必不可少的宝书，因而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不读
阿佐的书，就不能登宝殿（法庭）”，事实上，在阿佐的时代，注释法学已经经过了一百余年的发展
，所以，各种对罗马《国法大全》注释的作品已是汗牛充栋，其中，有相当多的著作已经离开了对罗
马法原著的注释，而只是对他们老师的注释作品的注释，因而把罗马法搞得更为复杂和混乱。
阿佐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决心对《国法大全》进行第二次注释。
为此，他创作了关于《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阶梯》等的注释集成。
虽然，在阿佐的作品是否带有对其老师巴塞努斯等人的著作的剽窃这一点上，西方学者一直有争论。
但其作品一面世，便受到了欧洲各国的广泛欢迎这一点却是事实。
甚至在大洋彼岸的英国，13世纪著名法学家布雷克顿的名著《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中引用的罗马法
资料，大多也是阿佐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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