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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堆里，其后就是学习、研究和讲授政治学和从事政法教育工作。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作为我的主要课题。
　　我的主要著作有：《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战后
世界之改造》（均为商务印书馆于三、四十年代出版）以及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政府与政治》（哈佛
大学出版，1950年）。
《德国的政府》是讲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宪法时期德意志共和国的政党与政制。
《法国的政府》是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的政制。
这两本书虽然都是论述有关国家本世纪①初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状况的，但却有助于学者了解和研究
各国的政制史，特别是从书中可以窥见大陆国家早期就十分重视立宪和法制的一斑。
　　选入本书的部分，我以为应该是对研究各国政制较有参考价值的那些章节。
例如，对于《德国的政府》，我选了第一章 宪法史，该章除了阐述德意志民族政制发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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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
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
“学之大者，国之重器”。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
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
索历程和风采。
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
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
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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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上海人，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教育学家，中国现代政治
学和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
钱端升先生191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
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
1952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他还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委员，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
1954年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
曾任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
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所著《中国政府与政治》及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在学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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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版自序德国的政府(节选)  第一章 宪法史  第二章 德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  第四章 莱希总统法国的政
府(节选)　第一章 宪法及宪法史　第八章　法律及法院比较宪法(节选)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宪法的概念　第二编  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  　第一章　人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章　人民的基本义务
　第四编  国家机关及其职权  　第一章议会　第六编  中国制党史略及现行政制  　第二章　辛亥革命
及北京政府时代的制宪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中国政府与政治(节选)　
　XXV THE OUTLOOK FOR A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论文我的
自述钱端升主要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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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邦因即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
中古时代本为教权极盛时代，教皇享有绝大的威望，奥托今后不特可为人人景仰的罗马帝国的后继者
，且得因教皇的圣眷而得以“神圣”二字冠诸国号之首，他自己以及德国民族的自得也可推想而知。
帝国在德文作“莱希”之音，莱希为德国民族绍述罗马，最早统一（虽徒有其名）时的荣称，德国人
乐用莱希之名当然再也自然不过了。
　　然神圣罗马帝国诚如华耳特尔（Voltaire）所云，既无神圣，又非罗马，更不帝国。
皇帝既非教士，又是德人，当无神圣及罗马之可言；至于它非帝国则更值得我们的注意。
所谓帝国者，必皇帝有统治全国的威权，然自奥托迄法兰次二世自962至1806年，八九百年中皇帝更易
至四十余人之多，而无一人真能统治所谓帝国之全部。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下半期中，皇帝必由奥大利的大公充任，等于世袭，然大公的所以得为皇帝仍根据
于各邦郡主互推之仪式，所谓皇帝者不过是一种尊号，实权和其他君主相伯仲。
各邦受治于各该邦的君主，皇帝也仅能顾问本邦的事，而不能干涉它邦的事。
所谓“帝国国会”（Reichstag）在法兰克福不过是各邦代表一个外交会议式的集合和近代国会不一样
；它既不时常集会，更不能发布命令或是制定法律。
　　神圣罗马帝国自始即不能当做一个国家看，到了末年更是有名无实，丝毫不得代表德意志民族的
精神。
因此拿破仑的武力所及竞至全德披靡，如摧枯拉朽，而几无抵抗力的可言。
拿破仑于1805年战败奥大利后，即助莱因流域各邦脱离帝国而独立，并组织所谓“莱因联邦”
（Rheinbund1806年）以与帝国对峙，而自号为“联邦的保护者”。
神圣罗马帝，鉴于形势的剧变，同年取消帝号，并宣布帝国的解散。
但莱因联邦实仅拿破仑的附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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