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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注重史实：《西方法学名著述评》涉及的是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整个历程，其中，最为着力
的是30年代前后对西方法的引进和50年代以后对苏联法的移植，而在对这两个时期的论述中，我们注
重对原始资料的悼念和运用，有时，甚至就是各种档案史料的摘录和陈述。
我们认为，对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反思，只有在深入解读大量第一手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比较好
地进行，只有让史实本身来说话，才能帮助读者对这一百年中国法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和全
面的了解。
　　设定专题：20世纪中国法的发展与演变，线索错综复杂，内容丰富多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
，即使写出十卷本的巨著也不算多。
为了突出重点，在一本50多万字的著作中，比较清晰和深刻地反映中国移植外国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特征，我们采用了在大体完整之体系下分专题研究的模式，即在每一章下，设几个专题，每个专题就
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整部书稿，由28篇论文组成。
这种以写专题论文的方式来写菱，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较为深刻的层次。
　　突出反思：《西方法学名著述评》的主旨是对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反思。
这一主旨，是针对中国学术界在寻找中国法和法学现代化道路方面的困惑和争论而提出。
即自从20世纪初清末修律以来，在中国近现代法和法学体系时，到底是以西方法为主，还是以保存弘
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基点，学术界是一直存在着困惑和争论的。
即使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在移植外国法和法学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近现代法和法学体系的情
况下，如上所述，我们对移植外国法的利弊得失还是有疑虑的。
因此，就非常有必要对已经过去的一百上中国移植外国法作的实践作邮深刻的反思。
对此，我们除了专设第六章对移植外国法作出反思之外，还在每篇论文中，适当地作出我们的评论和
说明，以使反思能够成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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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男，1955年生，上海市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留学。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有《西方法学史》、《中国法学史》（三卷）、《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
学考》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中外法学》、《
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起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被选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1999年，被评为第二届&ldquo;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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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注重史实：本书涉及的是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整个历程，其中，最为着力的是30年代前后对西方
法的引进和50年代以后对苏联法的移植，而在对这两个时期的论述中，我们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悼念和
运用，有时，甚至就是各种档案史料的摘录和陈述。
我们认为，对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反思，只有在深入解读大量第一手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比较好
地进行，只有让史实本身来说话，才能帮助读者对这一百年中国法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和全
面的了解。
设定专题：20世纪中国法的发展与演变，线索错综复杂，内容丰富多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即
使写出十卷本的巨著也不算多。
为了突出重点，在一本50多万字的著作中，比较清晰和深刻地反映中国移植外国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特征，我们采用了在大体完整之体系下分专题研究的模式，即在每一章下，设几个专题，每个专题就
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整部书稿，由28篇论文组成。
这种以写专题论文的方式来写菱，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较为深刻的层次。
突出反思：本书的主旨是对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的反思。
这一主旨，是针对中国学术界在寻找中国法和法学现代化道路方面的困惑和争论而提出。
即自从20世纪初清末修律以来，在中国近现代法和法学体系时，到底是以西方法为主，还是以保存弘
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基点，学术界是一直存在着困惑和争论的。
即使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在移植外国法和法学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近现代法和法学体系的情
况下，如上所述，我们对移植外国法的利弊得失还是有疑虑的。
因此，就非常有必要对已经过去的一百上中国移植外国法作的实践作邮深刻的反思。
对此，我们除了专设第六章对移植外国法作出反思之外，还在每篇论文中，适当地作出我们的评论和
说明，以使反思能够成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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