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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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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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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得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该的反省。
这一反省，不仅有助地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不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作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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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丛”选印的书籍或选编的论文，纵贯二十世纪始终。
凡能代表本世纪不同时期法律学术水平、法律特色，有较大影响且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所需要者
，均在选印之列。
本“文丛”之选印，旨在集二十世纪中华法学之大成。
为体现历史真实，我们将恪守“尊重原作”的原则，不作内容上的任何更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杨兆龙法学文选>>

作者简介

杨兆龙（1904——1979），中国现代著名比较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
字一飞，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后获哈佛大学S.J.D法学博士学位。
继以研究员身份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八国外语，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
杨兆龙一生著述丰硕，对现代中国法和法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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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一、法律的阶级性　　（一）国内法的阶级性　　（二）国际法的阶级性　
二、法律的继承性　　（一）法律中的遗产　　（二）法律继承的性质　　（三）法律继承的重要性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　一、立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二、苏联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经验　　（一）苏联和保加利亚　　（二）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
家　三、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我谈几点意见关于社会主义立法的若干问题－－致最高法院董必
武院长的一封信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宪政之道　一、宪政问题的几个注意点　二、先从法治与宪政
的关系说起　三、法治的性质与基础　四、从法治说到宪政的重要与推行条件法治的评价最近德国宪
法上侵权制度之变迁　一、导言　二、几个先决问题　三、新旧宪法的对照　四、几点感想刑事法律
科学中的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问题　导言　一、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的一般概念　二、无罪推定的基
本涵义和根据　　（一）无罪推定的基本涵义　　（二）无罪推定的根据刑法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几个
问题“新法学”诞生的前夕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改革现行诉愿制度之商量论三审制之存废或改革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查制度之存废
问题美国之司法制度美国最近改革法院组织运动之略述美国司法现状之一瞥欧美司法制度的新趋势及
我国今后应有的觉悟司法改革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出国考察及参加国际会议之经历关于司法改革的若
干提案关于疏通监狱之研究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这觉悟领事裁判权与危害民国外籍人民公证
制度之探源判词新选　关于因保险赔款涉讼案的民事判决杨兆龙教授年谱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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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先从法治与宪政的关系说起法治与宪政的目的都是为国家或社会建立秩序，而其所赖以建立秩序
的方法都是法律。
所以就形式——即与法律的关系——而论，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是一样的。
至于就实质——即法律的内容或精神——而论，二者是否相同，学者的见解不一，而其所以不一致的
原因是大家对于宪政国家及法治国家的看法互有出入。
如果将各种不同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可以得到三种结论。
第一种结论是：宪政国家是一个具有民主精神的法治国家，而法治国家则不过是一个遵从法律而未必
具有民主精神的国家；前者重法而同时又使它的法合乎某种标准，后者重法而未必使它的法合乎某种
标准；所以宪政国家是比法治国家更进一步的东西。
第二种结论是：宪政国家与法治国家都是重法而又具有民主精神的国家；法治国家也要有民主精神，
并且他的民主精神未必逊于宪政国家；所以宪政国家与法治国家是名异而实同的东西。
第三种结论是：宪政国家与法治国家不同之点，不在民主精神之有无，而在民主精神之多寡；宪政国
家的民主精神较富于法治国家；所以宪政国家是民主国家中较进步的国家，而法治国家是民主国家中
较保守的国家。
以上三种结论究以何者为对，暂且不去研究。
现在为讨论的便利起见，假定第一种与第三种结论都是对的，那么宪政国家与法治国家所异者只有一
点，即：二者所重的法的内容或精神在性质或程度上未必相同，换句话说，二者除法的内容或精神偶
有区别外，在其他方面可谓一致；宪政国家不过是一种改良的法治国家。
所以要造成一个宪政国家，只要将一个法治国家加以改良就行。
如果用数学的公式表达出来，宪政国家便等于“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或“法律的民主化的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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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5年4月，50年代的老同事李昌道教授来访。
他说：“复旦大学要出版杨兆龙的著作，请你提供他的文稿,当时我经过长达25年的坎坷，终得平反，
归队华政，正忙于久违的教学工作，需要全力以赴，难以兼顾此事。
同时我的妻子杨黎明医生说她父亲生前的未刊书稿和各种学科的法学讲义，均已毁于“文革”时抄家
和焚书之灾；他从前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讲演稿和专著，一时也不易查找。
因此出版之事只好搁置。
但是，出版杨兆龙的遗著，一直是杨家子女和我的共同心愿。
因为杨兆龙教授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法学家。
他是20世纪法学界人才辈出的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的著作是中华民族现代法律文化遗产中值得珍
视的一部分。
不能让它湮没，尤其不能让五十年代的人祸把它埋葬。
所以自1991年我退休后，就开始到上海各大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和南京江苏省图书馆查找我岳父
生前发表在各种法学杂志上的论著、译作以及由他草拟的法律文件。
由于解放前的杂志保存不全，有些连载的专著不成完璧，有些论著，虽知其名，未见其文稿；不免令
人遗憾。
据195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思想改造运动时的不完全统计，杨兆龙解放前发表的论著约325万字。
现在收进本集的还不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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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兆龙法学文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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