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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历史主义、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历史法学诞生于19世纪的德国。
作为一个法学流派，历史法学在西方法学舞台上存在了近一个世纪。
它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文化传承，挖掘和整理了罗马法文献，促进了近代民法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效地
推动了法典编纂，创立了近代法学方法论，拓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
历史法学代表人物的著名论断和观点至今仍有广泛影响。
历史法学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对整个世界法学的发展和法律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世
界的法学舞台上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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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历史法学的代表人物一般都重视习惯法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和成文的实在法都
是法的重要渊源。
但是，成文的实在法并不像习惯那样自然发生，它渗入了更多的人为因素，如立法机关、立法人员和
法学家等的意志。
德国历史法学提出强调习惯法的法律效力，他们认为“在习惯上表现出来的法律规则之所以能强加于
人”，是因为“这些规则是从自觉的意识中产生而为人民所默认的”；“在成文法律上所表明的法律
是民族自觉意识和民族意志的正式表示”。
因此，他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现实的成文法，必须首先研究和理解习惯法的地位和作用。
萨维尼主张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
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惟一合理的法，萨维尼认为实在法是由习惯法派生出来的，而习惯法又是
从“民族精神”中生长出来的，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
普赫塔认为习惯法是否有法的效力并且根据什么理由才具有法的效力，这些是不成问题的。
习惯法的存在和有效，也就是法的存在和有效的理由。
梅因认为最初的法律不是来自“主权者的命令”。
事实上社会制裁本身是由风俗、习惯、各种意见、信仰、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一种十分庞杂
的混合体。
梅因重视习惯法的作用，但是梅因在强调习惯法重要作用的同时，更明确地指出了习惯法必须进一步
发展成为实在的成文法典。
美国的卡特认为风俗习惯提供了管理人类行为的规则，司法判例只不过是“经过证实的习惯”。
主要是习惯规定着行为的是非，而确定问题是非的司法判例仅仅是对社会习惯及其真实性的证据盖上
公众批准的印戳。
因此，卡特认为法院并不制定法律，而是在许多存在着的事实中发现和找出法律，换言之，习惯得到
了社会的认可。
在日本近代民法典编纂时期，围绕习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论争，特别是关于近
代民法典中的亲族法和继承法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要沿袭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习惯。
在民法典论争过程中，穗积八束提出的“民法出而忠孝亡”的著名论题，事实上这反映了在日本近代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移植西方法律与民间习惯之间的冲突。
穗积陈重认为，法典的编纂既要符合民情国情，符合习惯要求，又要具有启蒙性。
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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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无论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还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庞德的
社会控制论，无不闪烁着西方法治文明的灿烂光辉。
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的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正是这种文明的生动体现。
《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在国内第一次全景式展现西方各法学思潮与流派的主张、源流与发展，
为人们了解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提供了全新的读本。
     ——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法制现代化
进程具有历史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了解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对把握其间的理论要义和精髓十分有益
。
《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对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学思潮与流派做了很好的梳理，勾画
出上千年来西方法律的智慧与思辨的清晰轮廓。
这套丛书有助于人们开拓视野、汲取精华，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 公丕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类法学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融入了无数法学家的睿智和诸多法学思潮与流派的精神。
各种思潮、各个流派都蕴涵着引人深思的哲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法学家们的睿智体现在哪里，引人深思的哲理又在何方？
《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以其系统、扼要和清晰的笔触，图文并茂的卷面，为人们提供了初步的
答案。
     —— 何勤华（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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