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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

内容概要

在新旧世纪交替和转折的重要时刻，撰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著作，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
法学的发展历程，预测和展望21世纪中国法学的发展前景和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和认识，早在1997年我们就开始着手编写这本书，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将这
本书编写出来，奉献给读者了。
近代中国法学始于清末民初，到民国时期才最后形成，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康
有为、严复、梁启超、伍廷芳、沈家本、孙中山、吴经熊、孙晓楼、杨兆龙、王宠惠、钱端升、夏勤
、陈谨昆、蔡枢衡、陈顾远等人士对近代中国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实不应忘记。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法学必然具有的特点是，既有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的法律思想，
又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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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

作者简介

谷春德，教授，黑龙江汤原人，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曾任法律系主任、法学院副院
长、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事法律思想
史和法理学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独著、合著和主编的著作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基础教程》等。近年来
，对人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独著、合著和主编的著作主要有：《人
权的理论与实践》、《人权新论》、《人权史话》、《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人权：从世
界到中国——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人权：从世
界到中国——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八届“入选作品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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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第一节 清朱民初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第二节 民国
时期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第三节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与教材建设第四节 中国法学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章 法理学第一节 中国法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趋势第三章 宪法学第一节 中国宪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新世纪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展望第四章 行政法学第一节 中国行政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中国行政法
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第五章 刑法学第一节 中国刑法学发展概况第二节 中国刑
法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趋势第六章 民法学第一节 中国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中
国民法学研究概述第三节 中国民法学的发展趋势第七章 经济法学第一节 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
学的产生及发展第二节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中国经济法学未来发展趋向第八章 诉讼法学第
一节 刑事诉讼法学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学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学第九章 国际法学第一节 中国国际法学的
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展望新世纪的中国国际法学附录20世纪中国法学发展
历程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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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汪永龄先生为第一任校长，江庸先生为第二任校长。1930年校名改为朝阳学院后，江庸先生
任院长，夏勤先生任副院长。1936年张知本先生为院长，夏勤先生仍为副院长。1939年江庸先生为院
长。1941年孙晓楼先生为院长。1945年居正先生兼任院长，夏勤先生兼任副院长。1946年居正先生改
任名誉院长，石志泉先生任代院长，夏勤先生仍为副院长。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派人接管了
朝阳学院，同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原朝阳学院校址，成立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兼任校长，李达
、左宗纶任副校长。大学设一、二、三部。1950年2月，党和政府决定，中国政法大学并人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学生转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学生，第二部学生转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专修科学生，第一部变为中央司法干部轮训班（后成为中央政法干校）。三、大学法学教育若干问题
的研讨民国时期的大学法学教育尽管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薄弱，发展极不平衡
，存在的问题很多，急需研究解决。为此，30年代的时候，许多有识之才、著名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代理教务长的孙晓楼先生于1935年撰写并出版了《法律教育》一书，对
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律基本科目、法律学校开设的课程、法律研究方法、大陆英美法律教育的比较、
专任教授的重要及其应备的资格、比较法学、研究院的设立、限制学生人数与提高入学资格、法律夜
校的设立、法律学院的设备、法律课程编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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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

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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