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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出版于19世纪，至今在法国法律史学界和民事诉讼法学界都有着重要影响力。
在法国，该书至今仍是唯一一本研究法国司法制度史、民事诉讼程序史和民事诉讼法史的专著。
本书根据翔实的历史文献，还原了法国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过程。

　　我国对法国法尤其是对法国诉讼法的译介十分稀少，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空白，满足
国内民诉法研究的急切需要，对于推进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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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涅斯特·格拉松(1839—1907)，民事诉讼法与法律史教授，巴黎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法兰西
人文与政治科学研究院终身院士。
著有《法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起源》、《法国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法国法律与司法制度史》、
《盖尤斯与罗马法原始文献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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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16世纪开始，我们在勃艮第地区（法国东部），在布列塔尼地区（法国西部），
在吉耶纳地区（法国西南部）就再也找不到公爵了；在图卢兹地区（法国南部），在香巴尼地区（法
国东北部），在普罗旺斯地区（法国南部）也找不到伯爵了。
法国国王通过跟神职人员、附庸诸侯与自治城邦的结盟，来稳固君主霸权。
英格兰由于缺少实力强大的领主，君主制度不存在这样的威胁。
只要废除了大封建领主，法国君主制度将走向并坚持与英国君主制一样的道路。
但是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个假设无法实现：第一，与法国国王结盟的附庸诸侯们要求获得废除大封建领
主后留下的空缺爵位，从而又转身变成君主制的新敌对力量；第二，国王本来必须借助法官、资产阶
级和民众的力量才能与这个新敌对势力抗衡，但是为了绝对保证王权的至高地位，国王却毫不犹豫地
废除了三级会议制度，开创了法国史上最极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在12世纪，法国国王还比较势单力薄，而同时期的英国国王已经十分强势；然而到了l7世纪，法国国
王已经变得独裁专横，而英国国王的权力却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制约。
同样的对比也适用于两国的贵族。
英国的贵族群体从未获得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生活在民众的中心
，履行着公共职能，并在上议院和下议院都占有席位。
在法国，因为某些国王擅长使用诡计（比如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以及借口内战的军费开支搜刮
了贵族们的巨大财富，这些贵族获得了国王授予的荣誉却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阶级。
法国的神职人员从来没有获得诸如英国教士阶层所享有的政治影响力。
在我们的这个邻邦，大主教和教区享有与贵族同等的参政权力。
法国的神职人员虽然构成了国家三个等级中的一级，但是自古以来，从腓力四世（1285—1314在位）
开始，国王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罗马教廷的侵犯，他们竭力维护自主性，并与罗马
教廷彼此独立。
法国国王一直限制着教会在法国的势力。
三级会议在路易十三（1610—1643在位）之前，召哥十分频繁。
但三级会议从成立之日起就对国王束手束脚，直到有一天国王将之取消。
此时，法国处于这样的状况：各大封建领地悉数被摧毁，贵族的地位被贬低；对外的国家利益得到保
障；国王有一支听命于他的常规军事力量；国王从14世纪开始就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同意而直接提高
税额；国王赋予王室法院的法官司法权来填补君权在司法领域的真空地带；虽然外省的三级会议仍然
被保留下来，但是他们的权力不足以对中央权力的迈进产生任何影响。
实际上，三级会议已经丧失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尽管路易十六重新召开三级会议，但是它们无法持
续和发挥功能，直到大革命后转型为制宪会议。
君主成为国家强权和权威的唯一代表，他可以依据自己的想法设立司法机构和制定诉讼程序，他专注
于从他的权威中获得利益，并且没有忘记觊觎那些接受审判的当事人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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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起源》是一部经典之作。
首先介绍法国古代司法制度的组织架构与历史变迁；其次，论述法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来源，重点论述
罗马法、教会法、国王敕令以及法学家的著述对现代民事诉讼程序形成的影响；再次，描述封建法民
事诉讼程序及其转型过程；最后，详细介绍君主专制时期法国民事诉讼法的特点与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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