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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法律思想史，是讲述西方历史上智者们关于法律的思想的科目。
某一时代的法律思想，是该时代法律制度运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因此，学习法律制度的历史，必须同时了解其背后的法律思想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移植于西方。
因此，我们要真正认识、充分理解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也同时必须学习、熟悉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
。
从清末民初至新中国建立，西方法律思想史一直被列为大学法律教育中的基础课程，就是出于上述认
识。
目前，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材已经出版了若干种。
本教材注意吸收各家之长，着重在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创新、论述之流畅等诸方面下功
夫，希望能够使其成为新世纪各法律院校“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的通用教材。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有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财贸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
具体执笔分工如下：何勤华：前言，第一章，第二章；项焱：第三章，第四章；李拥军：第五章；朱
晓喆：第六章，第十八章第六节；陈灵海：第七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第五节；李红海：第八章；
胡玉鸿：第九章；李桂林：第十章，第十四章；周伟文：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李艳华：
第十三章，第十七章；余辉：第十八章第一、二、三、四节。
全书初稿完成以后，由主编、副主编统稿、定稿。
由于本书涉及人物众多，解读作品浩繁，需要理解、阐述的思想博大精深，因此，限于我们的功力，
可能会存在一些疏漏错误之处，希广大读者能够不吝指正。
在收集本书各法律思想家的图片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李秀清和陈颐两位博士的帮助。
本书的编写出版，也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永彬先生的全力支持。
在此，均表示我们一片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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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了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至20世纪西方社会有关法律的各种思想的起源、发展
和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
全书注重从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考察各种法学观点及其演变过程，说明各种法律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历
史意义。
    本书使用了类型化的叙述方法以突出重点，展现思想发展的最新动向，详细介绍了当代法律理论界
的发展，对批判法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法学理论、新自由主义法学观点等，都从社会背景、主要观点
、内部分派诸方面作了分析。
书中还配发了50余幅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肖像和其他相关图片。
    本书可作为高等法律院校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的通用教材，也是法律专业师生和法学爱好
者研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适用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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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1955年生，法学博士、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任教，讲授《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学史》
等多门课程。
著有《西方法学史》（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法学史》（两卷）（获2002年上海市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年出版三卷本）、《英国法律发达史》等50余部专著及合著，在《中国
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
其流变》获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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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古代的法律思想  第一章 古代希腊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一、
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法学专著《法律篇》      二、法的正义理论      三、法治的理论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
的法律思想      一、法治的含义      二、法治的根据      三、加强法治的各项措施      四、亚里士多德的法
治论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      一、斯多葛学派对自然法的表述      二、对斯多
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的评价  第二章 罗马法律思想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一、法
的定义      二、法的起源      三、自然法      四、实在法（人定法）      五、国家法      六、世界法    第三节 
罗马法学家的法律思想      一、罗马法学家的活动      二、罗马法学家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罗马法律思
想的特点      一、对法理的精深研究和对概念的缜密表述      二、强烈的实践性第二编 中世纪法律思想  
第三章 神学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奥古斯丁的法律思想      一、教父学      二、君权神授论      三、“双城
论      四、自然法与正义    第二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思想      一、论君主政治      二、法律的概念和
特征      三、法律的分类  第四章 世俗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马西利的法律思想      一、国家观      二、法律
的定义和分类      三、立法权和行政权    第二节 马基雅维利的法律思想      一、君权思想      二、共和主
义    第三节 布丹的法律思想      一、国家的目的与起源      二、主权论    第四节 莫尔的法律思想第三编
17、18世纪的法律思想  第五章 古典自然法理论    第一节 古典自然法导论      一、古典自然法的思想渊
源      二、古典自然法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      三、古典自然法理论的基本特征      四、古典自然法理论
的整体发展脉络    第二节 格老秀斯的法律思想      一、自然法理论      二、国际法理论      三、国家与主
权学说    第三节 霍布斯的法律思想      一、自然法理论      二、国家与主权      三、实证法律思想    第四
节 洛克的法律思想      一、自然法理论      二、国家发生理论      三、控权与法治      四、法律与自由    第
五节 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一、自然法理论      二、宪政理论      三、法社会学思想      四、实证法思想 
  第六节 卢梭的法律思想      一、自然法理论      二、国家理论      三、法律和法治思想    第七节 古典自然
法的历史意义      一、人权原则与制度      二、人民主权原则      三、分权与制衡的原则与制度  第六章 哲
理法学    第一节 哲理法学概述    第二节 康德的法律思想      一、康德的问题：人是什么      二、作为权
利科学的法哲学      三、私人权利（私法）      四、公共权利（公法）    第三节 费希特的法律思想      一
、知识学的第一原则      二、权利：自我与他人之间      三、法律与国家    第四节 黑格尔的法律思想      
一、作为客观精神的法、道德与伦理      二、“法”：自由意志的定在      三、理念世界的抽象法      四
、伦理实体中的法  第七章 其他法律思想    第一节 百科全书派的法律思想    第二节 温斯坦莱的法律思
想    第三节 弥尔顿的法律思想    第四节 潘恩的法律思想    第五节 杰斐逊的法律思想    第六节 汉密尔顿
的法律思想第四编 19世纪的法律思想  第八章 历史法学派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德国的历史法学派    
⋯⋯第五编 20世纪的法律思想参考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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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自然法（一）人类幸福菲尼斯的自然法观点的特点是，认为自然法是人的本性的感觉和体
验。
他把以前所有的自然法理论都称为古典自然法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自然法或者是来自于自然，或者
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或者来自于上帝。
菲尼斯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把理性区分为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自然法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不
是能通过我们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因为“应当”的事物不能由“现实”的事物逻辑地导出。
自然法是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来掌握的，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
试图通过某种逻辑从一种现象推论出自然法，是对自然法本质的错误认识。
这一自然法观点接近于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但与阿奎那不同的是，菲尼斯没有把人的理性归之于上
帝，在这里他与天主教神学拉开了距离。
以此，菲尼斯既反驳了自然法不可知论，也反对了把自然法看成是一些具体的道德戒条的观点。
仅仅说明自然法的性质不足以证明自然法，因此菲尼斯还进一步对自然法的内容作了分析。
他认为自然法首先是一些基本的“人类幸福”，无论你持怎样的一种生活态度，这是每个正常的人一
生都在追求的东西。
具体说来可以有七个方面：第一，生命。
这是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
生命是指一种活力，因此也包括健康、不受伤害，以及生命的蕃衍。
广义的可以包括人类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第二，知识。
知识在此指真理，即是对真理的追求，并且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把知识当作
一种手段来追求。
第三，娱乐。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娱乐的因素。
严肃的伦理学可能会忽视这一因素，但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包含有娱乐成分，因此它也是一种独立存在
的价值。
娱乐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一定是轻松休闲的。
第四，美感。
这是人们在对事物进行评价之后得到的一种良好的内心体验。
它可以和人的行为有关，也可以和人的行为无关，在自然界中，人们也能体验到美的享受。
美感不只是来自于事物的外在形式，也可以来自于事物的内涵。
第五，友谊。
它通过人的社会交往而得到，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低程度的互相协作和和平，强烈的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利他主义。
第六，实践理性。
这里的实践理性是指人们理智行为的本能，即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状态、行为方式及个性表
现等方面所展示出来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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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法律思想史，是讲述西方历史上智者们关于法律的思想的科目。
《西方法律思想史(第2版)》使用了类型化的叙述方法以突出重点，展现思想发展的最新动向，详细介
绍了当代法律理论界的发展，对批判法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法学理论、新自由主义法学观点等，都从
社会背景、主要观点、内部分派诸方面作了分析。
书中还配发了50余幅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肖像和其他相关图片。
“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等高校的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
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
潭大学、兰州大学等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
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
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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