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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项正式制度，自鸦片战争以后先后有大大小小二十二个国家通过与中国签订将近四十个双
边条约取得和扩大了在华领事裁判权。
《西风落日:领事裁判权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从领事裁判权来华背景入手，细致分析了其中蕴含的中西
方法律的巨大差异和原因。

　　全书采用章回体撰写方式，将大量史料融合在生动的叙述中，对于领事裁判权在中国演变的历史
和原因做了细致入微地阐述。
可以称为学术专著，但更多带有个人读史的心得与体会，阅读体验别样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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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另当别论：日俄在华领事裁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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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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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法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怪物，存在了数千年也被人研究了同样长的时间，到现在都
没有一个能让大部分人普遍接受的准确定义。
作为一门学问，它博大精深，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经过几十年的修炼也只能窥其冰山一角；但作为一
种社会存在却连山野村夫也能在田间地头对它评头品足，说得头头是道。
随便翻开一部中国古代的法律典籍，要想理解其精要，哪怕是粗懂其文字，对我这个以中文为母语的
法律专业科班生来说都会望而生畏，可最早对这套传承久远的法律体系作出系统判断并影响其政府对
华政策的，却是来自西方的这样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水手。
传教士曾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最初的和最为主要的渠道，但这些上帝的仆人对于中国法律的描述却大多
以他们个人在中国受到的宠辱为坐标，心情舒畅时妙笔生花，就像我们今天的许多法学家谈到英美法
律一样，恨不得先沐浴更衣再开尊口，极尽谄媚之能事；心情郁闷时则笔走偏锋，恶语相加，极尽诋
毁贬抑之能事，就像今天美国每年都出台用来恶心人的中国人权报告一样。
况且这些人来中国时大多已成年，用业已形成的西方法律价值观来对中国法律进行评价怎么都逃脱不
了先人为主之嫌。
以逐利为己任的商人和以饮酒寻欢为追求的水手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平素所不熟知、更没有心情
去做理性思考的中华帝国法律妄下判断，赚得盆满钵盈时都觉得是自己太有才了，稍遇挫折便从中国
法律制度上去找正当的理由，大骂其“枉屈难堪”。
特别是当几个水手或因惹事生非或因运气太差命丧中国法网之后，更让他们对这套他们无以参透其精
髓的古老法律制度失去了耐心，萌生了撕破这一法网的冲动。
如果放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这种冲动甚至掀不起任何风浪。
然而进入十九世纪，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的变化却让这股风潮催生了早已绝迹于欧洲的领事裁判权孽种
。
首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
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殖民扩张使英法等欧洲国家实力大增，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可以把它们的军队运往
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有人生存的角落，最先进的火炮能够轰塌任何一个古老帝国海岸边破旧的防御工
事，新的经济金融模式也可以让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发动战争所需要的资金并用从战争获得的高
额利润来回报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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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风落日:领事裁判权在近代中国的确立》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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