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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
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
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
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
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
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
作初步点评。
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议，实行“新政”。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事业于此开始萌动，但旋即夭折。
四年之后，在内外剧变的巨大压力下，这一事业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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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距产增订已经五年。
在平常状态之下，此次改版，必不限于局部的增订。
但举世各国近来已全部入于战争状态，其政治制度，变动甚速，大都不易论其利弊得失。
而因参考书籍及其他资料，搜集维艰，即叙述亦以正确。
本书卷帙颇巨，在此印刷极端困难之际，能获续印，已属幸事；全部改排，殆不可能。
因之，此次改版，仅就原书第六编第三节以下予以增修；俾读者对于五年以来，我国战时政制时的变
迁及其现状获一明白的概念。
增订范围，虽然有限，凡所增益，或为一般治宪法学的人所需求的资料。
其他各编及附录，均暂仍前版之旧，未予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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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世杰，1920年冬，王世杰受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国。
任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
期间，王世杰以其渊博的法学知识和鲜明的教学风格，深得学校同事和学生欢迎。
他所撰《比较宪法》讲义，在北大独树一帜，嗣经商务印书馆印行。
立即为全国各著名大学广泛采用。
《比较宪法》是我国法学界的奠基之作。
另外，王世杰还著有或与他人合著有《增订比较宪法》、《宪法论理》、《代议政治》、《中国不平
等条约之废除》、《移民问题》、《女子参政之研究》、《中国奴婢制度史》等一批重要著作。
钱端升，字寿朋，曹行乡人。
1900年2月25日生于上海。
钱氏祖上行医，端升勤奋好学，13岁就学江苏省立三中（松江中学），1916年（民国5年）秋入上海南
洋中学，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
，2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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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物新旧译名对照及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宪法>>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国家的名称表示国家这种组织的名称，是随时代而异的。
一个时代的政治组织，有一个时代政治组织的特点；表示国家的名词，其字义亦往往与当时政治组织
的特点相应。
中文中表示国家的名词，为“国”“邦”等字；此二字之起源，说者以为俱出于中国封建制度产生时
期。
求诸此二字的字形，与夫经籍上此二字的旧义，此说颇有根据。
封建时代的政治观念，自然要偏重土地这一个要素，所以国字的古文为口，或图，邦字的古文为，馥
或艳；古文的字形亦显然偏于土地这个要素。
考之旧籍，如孟子所云，“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又如周礼所云，“
大宰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注云，大日邦，小日国），则国邦等字固亦俱指当时封建诸侯的领
域而言。
释名训邦字为“封也，封有功于是也”，则意尤显明。
先秦封建时代，称天子所治日“天下”，诸侯所治日“国”（或“邦”），卿大夫所治日“家”。
孟子下列数段：“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人有恒言，皆日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及“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都明白地把“
天下”，“国”，“家”表示三种不同的意义；其所表示，便即天子，诸侯与大夫三种阶级的治域。
此外虽亦有将“国家”二字联用，而意义较欠明豁之例，如孟子“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
大国必畏之矣”，又大学“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始矣”之类，但照孟子、大学及中庸各书中
较普通的用法，则“国家”二字决非专指一物。
“国家”二字的成为单独名词，当在先秦封建制度废止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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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宪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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