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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刑事法律制度研究》内容简介：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古老的国度被迫敞开大门
，走向西方，大量的知识分子勤于西学，从海外带回的不仅仅是卓越的生产力，还有先进的文化和思
想。而《民国刑事法律制度研究》着重强调的正是西方先进的刑事法律思想对彼时中国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中国近代刑事法律制度萌芽于清末，那么，其形成与巩固则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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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在民主共和制度上的表现，孙中山认为，法的本质和目的，显然
是为了维护全体国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的权利与幸福。因此，他的社会本位立法原则
与个人权利本位说及少数人权利的立法原则是不相容的，在《对外宣言书》中他认为，民主共和制度
的立法应“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而个人权利的立法原则，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他在《民族主义
第五讲》中这样写道：“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各个人的
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是怎样。再由个人放大
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若是用个人做单位，在一国
之中，至少有几千万个单位，像中国便有四万万个单位，要想把这样多数的单位都联络起来，自然是
很困难的。”可见孙中山并不赞成个人权利的原则。因而，也就成为他以社会本位为立法原则的一个
助动剂。但是还应指出的是，孙中山并不是职业的法学家，因而，对于社会本位与个人权利的看法不
免有失偏颇，甚至说是有偏激，他的阶级局限与他对西学的钻研之程度，导致他看到二者的辩证关系
，也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地反对个人权利本位立法原则，反将社会本位作为其立法的重
要原则。 孙中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制的政治学说，他认为，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权利的
工具的观点，是错误和不可取的。在他看来，阶级斗争的理论同社会进化的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如果
以阶级本位作为立法的出发点，那么，社会的阶级矛盾无疑是将进一步激化，阶级冲突会日益激烈，
被剥夺或被镇压的阶级同样会进行政治意义上的反抗，而使社会矛盾无法缓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
以说是依据阶级的学说，运用革命的理论，采用了革命的手段解决了政治问题，然而，这种革命的方
式却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秩序，使人民生活亦受到极大的损害，这样的立法本位思想与个人本位无疑都
是有害而无益的，是不可取的。因此，孙中山认为，人类的社会应以社会作为整体为立法的出发点或
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使人们共同生存下去与幸福地生活，那么，法律就应以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
以阶级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法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工具，恰恰相反，它是调和社会整体中各
阶级利益的有效方法。各阶级的利益通过妥协与调和，共同地反映在法典之中，以便共同地遵守与维
护各阶级一致认可的利益，这样来积极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否则的话，以阶级为本位，
则只能是采用激进的办法破坏社会整体的有机和谐。俄国的革命证明了这种革命的手段“不能完全地
解决经济问题”。 孙中山的社会本位立法原则，有以下较为明显的特征： 1.注重人民有组织的参政权
，亦即民权主义观。他认为：民国首先应当有民权，然而什么是民权呢？“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
民有选举官吏权，民有罢免官权权，民有创制法制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
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因此，具备民权，方可得参政权，而参政权又不仅仅限于此
，孙中山着重强调的是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国家的社会管理，而不是那仅限于个人范围之内的
有关人身、住所、言论、著作、集合、结社、书信、迁徙等等权利，这些权利的规定，不能作为立法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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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刑事法律制度研究》以历史发展眼光客观地阐释与评价民国刑事法律制度无疑为当今刑事法律
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是《民国刑事法律制度研究》编写的初衷，亦是作者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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