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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同了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就自然要通观这个地球上的族群分布、概览这个地球的板块构成一样，走
进法律的世界或者考察世界的法律首先也必须了解这个世界的法律体系格局和形成这个格局的法律制
度构成。
对于任何一个比较法学家来说，考察、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法律或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起点必然是世
界法律体系，用比较法学的语言说，就是法系。
因此，世界法律体系可以说是所有比较法学首先要跨过的门槛儿，只有了解和认识了世界法律体系，
才可能进入法律的世界，才可能进入比较法学的天地。
因此，从威格摩尔到茨威格特和克茨，无论是勒内·达维德还是阿兰·沃特森或是其他比较法学家，
都自然而然地要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并由此展开比较法学的长卷。
但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法学在世界法律体系方面的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仍然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一些比较法学家们的论说，可是整个世界半个世纪以来
的变化却是巨大的，这种变化发生在经济、政治、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各方面，而这些变化直接
地影响到了所有民族国家法律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的法律制度格局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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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考察世界法律体系这样一个比较法学的入门问题，想尝试完成两项工作：第一，
对迄今为止的世界法律体系理论和学说进行大概的梳理、说明和评价；第二，在前项工作的基础上，
对当今世界法律体系格局作基本的分析，并由此对未来世界法律体系格局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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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行类型化研究是绝大多数学科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这种研究思路首先要求类型化必须符合科学，只有科学的类型化才能通过探讨获得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这种类型化研究才真正具有价值，也才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在比较法学研究中采类型化研究思路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这种类型化研究思路在比较法学研究中的体现之一就是将各国法律制度进行法律体系的划分。
可以说，正是法律体系这一范畴使比较法学的宏观比较成为可能，奠定了比较法学作为一门法学学科
的基础。
法律体系的理论知识成为比较法学的类型化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也为比较法学向着建立人类共
同法的目标更迈进一步。
“作为一种法学方法，虽然法律比较的方法自古有之，但现代法学中的比较法学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
境界。
它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区域的法律制度、原则、规范的比较研究和质量确认，而
是要最终达到获取一种人类共同法的目的。
所以，探讨、追求和发现这种人类共同法，乃是比较法学固有的胸怀。
”[7]人们能够对各国法律进行法律体系的划分归类，是因为某些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亲缘关
系，具有一定的共性。
这些亲缘关系或共性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致的。
一方面由于无论置身于哪个国家或地区，人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解决这些问
题的技术方案、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另一方面还由于民族或国家之
间相互学习和借鉴，以及强势民族或国家对弱势民族或国家的征服或殖民统治所产生的。
普通法即是通过征服或殖民统治得以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而大陆法在世界的传播则与普通法稍有不
同，固然有些也与征服与殖民统治相关，但也有不少是基于大陆法便于移植、借鉴和法学教育而由贫
弱国家基于变法图强的目的自愿对其进行移植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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