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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它们在实现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大多留下了丰富的立法资料。这
些立法资料如同历史的路标一样，清晰地指示着当时立法者对民法典的构想，也为后来民法学和法典
解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虽然中国台湾“司法行政部”曾编辑了《中华民国民法制定史料汇编》(一九七六年六月刊
行)，其中收录了相当可观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民事立法史料。但是，自《大清民律草案人民国《民律草
案》到 
    《中华民国民法大 法典编订过程中的很多史实问题都有待考辨，很多理论问题仍需要今人重寻源流
。
    就史料考证、学理阐释言，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法法典化是一个极为广泛的课题，法学界尚需予以更
多的关注。张生同志以《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一九0一至一九四九）》为题，意在重述清末民国
时期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已开此研究之端绪。张生所作 
    《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称道。其一，作者在资料收集和史实考证方面，着力
颇多，初步描述了民法法典化的史境与进程。作者围绕着"民法法典化"的主题，收集、梳理、引用了
有关的重要立法资料，例如清末的《修订法律馆全宗》、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领事裁判权协议与法权
报告书、南京国民政府统计处的调查资料等，这些资料以往鲜有学者系统地梳理、引用过。作者还较
为全面地收集、整理了参与法典修订的法律家履历，编制了各个时期的 
    《法律家履历简表》，使我们约略可以了解清末民国时期什么人参与了民法典的编纂、他们的教育
背景、编纂法典前后的任职情况。其二，作者对民法法典化的阐释方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清末民
国时期的民法法典化，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头绪繁多，牵涉面甚广，如何客
观而全面地描述这个过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张生在 
    "近代法典化研究"中选择了一种较为符合历史客观的阐释方法。该阐释方法以民法法典化为叙事线
索，以政府、法律家、民众为事件主体 
    (特别是以法律家为主要角色)，大体揭示了清末民国时期法律家与政府合作造法，完成了回应性的
民法体系(以民法典为制度框架、价值核心，以单行法、民事判例、民事解释为附属规范)，实现了民
法法典化的形式目标。可是，由于造法过程中对民众利益和愿望的忽略，政府在政治上并未实现民主
化、在经济上并未切实解决氏众生计问题，加之 
    国内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的蔓延不绝，政府和法律家未能达成民法法典化的实质目标－－以民法典
为制度基础实现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作为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论著，难
以全面阐释 
    "清末民国时期民法法典化"这一宏阔的、艰深的主题。材料的发掘、史实的考证，有待进一步深入
。目前，只是粗具轮廓。若能把当时主要法律家的立法行为、法学思想、观点的冲突与折衷，各展其
详;若能在法典续造过程中，就具体当事人的诉求，法典与单行法、民事判例、民事解释的发展，各显
其徽;那将是更有说服力的一种研究。　　　 
    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法法典化事业，注入了当时一流法律家的智慧和理想，其法学成就何其丰富!法律
家志业未酬的教训又何其深刻！这一主题，不仅应是当今法律史研究的课题，还应是立法学、民法学
深入探讨的领域。因为，民法法典化仍旧是我国法律家当前最为重大的立法任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
里要编纂完成一部民法典，并非易事。假如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新法典的编纂，将是一件继往开来
的伟业。假如一切从头开始，忽略本国以往的立法经验，所成之法典竞不若旧法典之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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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侧重于微观史实问题考辨，视野格局与标题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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