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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其近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日本致力于结合本国的实
际对社会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造，为其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近代家族制度的确立也与近代化进程同步进行。
在此过程中，明治维新后的政府极力维护本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对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的态度不是
摒弃而是保留，由此形成的近代日本家族制度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以及日本
政治经济的其他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近代日本家族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的现状和成因，加深对日本民族性的理解，向
认识更加真实的日本迈进一步，也有助于了解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差异。
研究日本，我们不仅要关注其经济的近代化和辉煌的成就，同时，对于包括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社
会习惯等方面的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要下更大的力量进行研究，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为中日两国
人民世代友好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涉及的学问领域广泛，缺点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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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对近代日本家族制度进行了有关研究。
全书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包括近代以前的日本家族制度，明治初期的改革与传统家族制度（1868
—1878），明治民法与近代家族制度的确立（1890—1912），大正、昭和前半期的家族制度（1912
—1945）等。
对近代日本家族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的现状和成因，加深对日本民族性的理解，向
认识更加真实的日本迈进一步，也有助于了解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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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明治民法与近代家族制度的确立明治民法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7月16日开始正式实施，
由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构成。
基本上按照德国民法典的体例进行编纂，这也是明治民法被认为受德国民法影响的原因。
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三编属于财产法领域；亲属编和继承编属于身份法领域，有关家族法的内容
都在这一部分。
明治民法是以对旧民法进行修改的方式编纂完成的，我们在分析明治民法的结构和内容时不应该忘记
旧民法与明治民法具有连续性这一前提。
明治民法对旧民法的继承从亲属编编纂的方针就可以了解到，作为明治民法三位起草委员之一的富井
政章在亲属编审议开始时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以不构成社会弊端为限保存传统的制度习惯，同时保
持一种前瞻性，编纂也充分考虑到尽可能满足今后时代变迁的要求。
对旧民法虽然进行一些修改，但并不存在必须进行彻底修改的问题”。
①但是，旧民法因为在民法论争中被延期派批判为破坏了传统家族道德，强化传统家族制度的强烈要
求使延期派在论争中制胜，所以，修改后的明治民法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延期派的意见也是值得关注
的。
学者对明治民法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评价，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明治民法维护了家族主义和封建传
统，以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自幕府时代以来盛行于武家社会的家族制度，并将其推行于全体国
民，从法律上、精神上束缚广大群众，成为此后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全体国民家族制度与家族生活的准
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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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日本家族制度研究》研究近代化进程中的家族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现状的成因，加
深对日本民族的理解。
日本近代家族制度对天皇制的确立、日本近代的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的其他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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