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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日本法的展望》是日本比较法研究所自2000年实施的日本法介绍项目的成果。
该项目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的协助下，以向中国法学界、中国的学生们提供有关日本法的知
识为目的，同时也以成为国际性共同研究的基础为目标。

　　有关各问题的叙述，本书充分注意到了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是常识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未知的
事项，因此先进行基本制度的说明，在此基础上论及有关各问题的前沿性探讨，同时注重简洁明了，
便于读者的理解。
期待着本书的内容能够引起中国的学生对日本法的兴趣。
此外，本书的结尾添附了有关日本法律调查的方法以及近年来中国有关日本法的文献目录，希望能够
成为对日本法感兴趣的学生们今后进入日本法研究世界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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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日本对唐朝律令的继受　　1.日本继受唐朝律令的过程　　自公元646年起，孝德天皇与中
大兄皇子推行了政治改革，史称“大化革新”。
此时下发了由受到中国律令制强烈影响的四个措施所构成的革新诏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废
除豪族们的私有土地；其二，创设在中央之下的统一的地方统治制度；其三，制定制作户籍与“计账
”（为了课以调、庸、杂徭等人头税，由专门机构进行统计而做成的账簿）的“班田收授法”（为了
耕作而分给农民田地）；其四，重新构建了租税制度。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说一般认为日本的律令国家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但也有观点认为，该诏书存在着过多的“装饰”（有名无实），未必能说是导人律令的划时代的事件
，改革并不顺利。
但是，虽然不能说已经系统地导入了中国的律令制度，但可以说此次改革在明确律令制度的理念的同
时，继受并实施了户籍、良民贱民的区分、葬礼秩序、调制等个别性的律令制度。
　　通说一般认为，日本的律令是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发布的有关令的制定的《近江令》开
始，先后制定了《净御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进行了四次律令的编纂与实施。
在中大兄皇子作为天智天皇即位的公元668年编纂并实施了《近江令》，但是，其是否是系统的编纂还
存在着疑问。
一般认为该令仅仅在一定程度上继受了户令。
公元685年制定了《净御原令》，是第一次进行系统的令的编纂。
其后，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对律也进行了编纂，公元701年制定了具有系统性的《大宝律令》，于翌年
在各国颁布实施。
其条文根据令义解释的大宝令的注释书籍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复原。
与《养老律令》不同，该令被评价为律令国家的基础。
《养老律》于公元757年起实施，共500条，由刑法总则的名例律与12编分则组成。
与唐律相比，除了在总体上刑罚较轻之外，在内容上并无太大差异。
《养老令》约1000条，由30编构成，原文几乎都能复原。
与唐令相比，其对应于日本的国情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此外，作为修改、补充律令的有“格”，作为实施细则的有“式”。
在唐朝，每次律令的编纂都进行格式的系统性编纂，但在日本却不存在这种编纂。
必须注意的是以格的形式改变律令制的根本原则。
此外，式也具有作为格的实施细则的性质。
原本作为律令下位的规范的格式被独立，作为取代律令的法典进行了三次格式的编纂。
其中多数保留至今，因此，通过其可以知晓对于继受法的律令如何进行废改。
　　2.日本继受中国律令制的时代背景　　首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公元7世纪中叶是东亚的国
际形势大变动的时期，唐与新罗对立，日本的朝廷面对着国际性的危机，以强化国防力量为目标，统
治阶级也谋求团结，为此进行了重新构建豪族、设置官僚制的全国性改革，其结果是权力向大王（天
皇）集中。
　　其次，之前的氏族社会或母系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理论的继受方式方面可以看到这种
特点，律令制是将由族长法与大和的“王法”所构成的固有法纳入其内部而制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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