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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法系是生成于中国本土的一个法系，她以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广而受到世界
的尊重，被公认为世界一大法系。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理性的结晶和创造精神的体现，是构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
要支持力量。
中华法系的价值就在于她包含了许多跨越时空、历久常新的合理性因素。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具有历数千年而未曾中断的历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华法系合
理性因素的充分发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许多盛世，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这些盛世的基
础是社会的和谐，而缔造社会和谐的杠杆是法治。
所以，盛世、和谐社会与法治三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
从来没有充斥社会矛盾的盛世，也从来没有不讲法治的盛世。
韩非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充分说明了法治与国势的相互关
系，以及法治的价值。
中华法系，虽然是封建性质的法系，但其主流却是中华悠久法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它是中华法制文
明的集中体现，不因其时代久远而淹没其光彩。
晚清修律的特定历史背景决定了片面地援用西法、忽视固有的国情民情与中华法系的优良传统，以致
法立而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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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评价了一百多年来学者们研究中华法系的成果，指出了他们的成就与不足；论证了相邻国
家和地区奉中华法系为母法的历史过程与社会历史原因，以及该国根据本国的国情特点所做的创新；
还比较了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法系的主要异同点，以加深对于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的认识。
 本书最后从前瞻性的角度阐述了中华法系的价值，以期增加人们对于法文化遗产的尊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法系是世界法制文明的中心，因此，复兴中华法系应
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对如何推进深入地研究中华法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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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男，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
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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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法系研究述评关于法系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末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发
端的。
1884：年（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穗积陈重在日本《法学协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
论法律五大族之说》的论文，按照各国法律的传统与相似性将世界法律体系分成“印度法族、中国法
族，回回法族，英国法族，罗马法族”五大法族。
此文无疑是以后研究“法系”或者“法族”之蒿矢。
中国学者研究中华法系首推梁启超。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号称“世界第三海军大国”的大清帝国，竟然被明治维新以后仅仅三十
年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一时舆论哗然，中日强弱之势引起部分爱国士大夫的深思，而民族危机的加
深，更激起他们变法图强的改革热忱。
1898年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向光绪帝呈上《日本变政考》，希望仿效日本进行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他一方面关注时局，密切注意日俄战争以后国内宪政思潮的兴
起与立宪运动的展开。
另一方面潜心学习日本出版的世界法律著作，并于1904～1905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法学论文。
最著名的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篇长文。
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文中第一次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提出了法系问题。
该文说：“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
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
然则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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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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