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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
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
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
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
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
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
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
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
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
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
山高水长，流风甚美。
”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
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
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
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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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鲠生（1889～1971），湖南长沙人。
法学家。
曾为武汉大学教授、校长。
本书初版于1976年，是世界国际法学中自成一派的法学著作，在我国的国际法学界具有权威地位。
作者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当时我国外交政治和国际关系实践为史料，结合大量的国际法实例，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
其理论之创见，内容之充实，材料之丰富，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仍是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必备参考
书。
本书使用的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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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　　第二节 领水(一)——内水　　　一、湖、内海　　　二、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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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得　　　一、五种取得方式　　　二、所谓变相的割让　　　三、殖民保护地和势力范围　　第
三节 国际地役　　　一、国际地役的概念　　　二、国际地役的性质　　　三、国际地役的效力　　
　四、对于所谓国际地役观念的批评⋯⋯　第八章 公海　第九章 外交关系　第十章 条约　第十一章 
国际组织　第十二章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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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的一些新情势使得人们注意国际法问题。
第一，宗教改革（Rearmation）后，教皇失去其统治权，许多欧洲国家一方面打破封建分裂状态，成
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继而又脱离教皇的控制，争得完全的独立。
这种情势自然有利于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法的成长。
另一方面，在脱离所谓共同统治者（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权力以后，独立的国家便以为它们在国
际关系上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欧洲骤然一时出现无法状态。
当时根本的问题是在如何恢复各国守法的精神，使它们的统治者知道在相互关系上仍然受许多规则的
约束。
第二，在16世纪中，有些新问题发生，需要有规则来解决。
例如新大陆发现，许多国家争夺殖民地，殖民地国的利益自然互相冲突，而所谓无主地的取得及其相
关联的问题乃引起争执。
海洋自由问题也随着地理的发现、贸易的扩张、航海的利益而引起。
16世纪中，互相建立常设使馆的习惯逐渐推行，也是发生关于国际行为规则的新问题。
这种种问题都是值得人们注意国际行为问题及其规则的。
于是在那一个时期，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两个大问题，其一是如何为国际行为的规则重新寻找出一个根
据；其二是为各国确立一部国际行为规则，特别是一部可以抑制战争的残酷行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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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套装全2册)》：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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