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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已故著名法学家王伯琦先生的著作合集，分上下两部。
上部为1956年出版的《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下部辑录王启中先生整理的乃父散篇遗作。
全书立足于中西文化交汇时代的背景，着力体认中国法制之路“左右为难”的困顿局面，于窥探、剖
析二十世纪西方法学思潮，爬梳、反省中国固有礼教文化之间，谋求解决之道，而力陈独立人格观念
的建立和概念逻辑体系的维护。
先生论学，则勾连古今、会通中外：先生为文，则理论渊厚、概念清晰。
而更能杵动历史之弦、打动后人的，还是基于中西文化分梳而流淌于笔端的文化自觉，一种中国文明
法律智慧的文化自觉。
    本书适合从事法学理论和制度研究的学者、教师和研究生使用，同时相信它对致力于其他社会科学
研究，尤其是研究二十世纪中西思想的学者也有参考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

作者简介

王故教授伯琦先生，江苏宜兴人，生于1908年，卒于1961年。

    先生幼年就读于家乡养初小学，父亲经年供职在外（先生尊翁王辛南先生精通英、俄文，时在东北
工作），祖父母宠爱异常，虽极聪敏，甚爱玩耍，功课只是平平。
直至就读上海民立中学时，得良师益友之激励，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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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吾国文籍上的所谓法，在清末以前，大多仅指刑事法而言。
这是纯粹的技术法，根本不是我们的行为规范。
除此而外，吾国数千年来所维持社会秩序，成为一般人确信为不可不遵守之规范者，惟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辩讼，非礼不决。
群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①所以不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关系，或自己对他人的关系，不论是公的关系或私的关系，不论是人对人
的关系或人对鬼神的关系，所有一切应遵守的规范，统名之日礼；而且这不单是外表的行为应遵守的
规范，同时是内心活动应遵守的规范。
所以我们过去的所谓法，包括二种：一是刑法，一是德法，亦称为礼度。
《大戴礼·盛德》篇说："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
。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
"这一德法与刑法之分，相当于准则法与技术法之分。
不过其中并无相当于社会规范与法的规范之分。
这是因为吾国历代政治，无不以郅治为鹄的，所谓郅治，就是全部德法之实现。
全部德法等于全部社会规范，所以全部社会规范均成为法的规范，在法的规范之外，已再无所谓社会
规范，而致此全部德法于实现的方法，又只有刑罚一种，所以出乎礼即入乎刑。
礼是全部的社会规范，同时亦是准则法，刑法是致此准则于实现的方法，全是技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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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伯琦先生早年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服务于政务与学术，而以法学教育为主，于台湾大学法学院教职上，英年早逝。
一生主治民事法学，兼及法理学，有多部作品行世。
其人其学，反映了中西交汇时代中国法学公民的独立思考；其思其虑，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重要遗
产；而王先生的个人遭际与毕生追求，一如同时代的诸多中国法学知识分子，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波澜
壮阔的时代大潮的缩影。
因此，出版王先生的遗作，不仅利在沾溉华夏后学，更旨在表彰汉语文明法学，期于学术积累和思想
传承的劳心劳力中，建设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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