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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国家欲图其本国法律的改进，都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法律。
而学习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国人往学，一是外人来教。
自从洋务运动开风气以来，中国以“模范列强”为挽救朝纲、收回法权与利权的惟一选择，务使中国
法律通行于中外。
因此，这两种方式同时并举，交替进行。
就后者而论，以1949年为分界，前有英、美、德、法、日的法学专家，后则有前苏联的“红色”法学
专家，相继来华，先后移植或传授了大陆法、英美法以及社会主义法，对中国法律由传统导人近现代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们参与了近现代中国法转变的实际过程，也因而成为法律历史活动主体中的一个部分。
中国法不断地与外界发生联系，也就不断地在和外国人打交道。
整个一部近代中国的法律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法与外国法、中国政府与外国法学家之间冲突而又调
适的历史。
考诸历史，外国人（“夷人”）来华并受雇于中国政府者古已有之。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元朝政府下曾供职多年。
明清以降，更有任用欧洲传教士来华效事朝廷的实践。
传教士以传播福音为最终目标，西学只是吸引国人皈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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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法东渐》选录的作品一共48篇，其中有4篇是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材料，把它们附在主文之后，
对于理解主文的背景不无益处。
除了当时已被翻译成中文发表者外，罗炳吉的《中国法律导论》和《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吗
？
》、博良的《美国商标、商标名称、版权和专利在中国》、宝道的《外法权的误解》以及庞德的《以
中国法为基础的比较法和历史》为五篇论文是首次翻译成中文的，而所有作品分别被编入中国法总论
、宪政建设13法典编纂、治外法权、司法改革与法律教育这五个主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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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政务方面（一）解释所称“政务方面”怨言在政务方面，怨言主要地是属于这一类，外国人不许
自由地巡回旅行，或在内地居留，或开矿，或提倡铁路、电报和造币厂，或采用他们自己相信确能收
到有利效果的一些机械等等。
这些怨言可以归结成这一句话：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外国人的劝告，或给外国人以自由行动之权--按照
那些发怨言者的说法，可以归结成这一句话，简单说来，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
在中国方面，相应的怨言也在发展着。
正如各条约里有关商务的那些办法已经使全国的商业和金融陷于紊乱状态，所以各条约里有关政务的
那些办法已经为政府及官员产生了些行政上的困难，而为地方士绅与百姓产生了局部体面；官员们看
到凡是有外国人牵涉在内的事情，即使在中国本土之上，他们既不能行使一种中国的权利，也不能补
救一种中国的冤屈，所以很久就知道他们在人民的眼睛里正在变为可笑之人；至于政府则不得不承认
它放弃了些东西，却得不着什么东西可以反过来表现一下的；推论下去，这一切都归因于各条约里有
关治外法权的条款。
十分可能，就政治、诉讼，或商务而言，各条约虽备受责难，并不足怪；但是它们提供的任何把柄却
在各方面被殷切地握持着，所以越是让它们继续存在得长久，认为是由它们所构成的那些冤屈就一定
要日益被感觉到而被诉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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