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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

内容概要

《比较法(修订译本)》主要内容：如果我们把耗费时间和财力的基础理论研究留待欧美的学者去完成
，而直接专注于实际应用，或许不失为获得实利之捷径。然而，这样做将无法脱离追随欧美之窠臼。
因此，我们亦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基础理论的研究。崭新的构想往往发端于基础研究，据此必将开拓
出科学的新视野。我之动机乃是“温故而知新”。“学于古训乃有获”。
作为日本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教授的影响早就超越日本和亚洲，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精
通数种外文．学贯东西，不拘泥于成见或同说，在孜孜不倦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说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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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前言第一章　序论　一、科学中天翻地覆的大变革　二、作为科学的法学的特殊性及其原因
　　1.视野狭隘的学问　　2.原因1：法的变化落后于社会变化　　3.原因2：法律家的保守性与尊重先
例　　4.原因3：从普遍法到国家法　三、比较法反对论与比较法的再生第二章　比较法思想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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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法　　1.时代思潮　　2.近代自然法　　3.培根、格劳秀斯与莱布尼茨　　4.盂德斯鸠与维科　五、
历史主义、民族主义、实证主义　　1.历史主义中的灵魂与个性　　2.萨维尼及历史法学派与比较法　
　3.外国法制研究、普遍法史学、民族学法学　六、世界连带关系与比较法　　1.现代与世界连带关系
　　2.共同法论　　3.“世界主要法系论”与狭义的“比较法学”第三章　比较法的本质：概念、目的
、功能　一、比较法的概念　　1.“比较法”的多义性与本质论的重要性　　2.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　
　3.法律秩序中的规定性要素与可替代性要素　　4.定义之尝试　二、比较法的目的与功能　　1.理论
目的　　2.实践目的第四章　比较法的方法　一、方法论的重要性　二、对进行比较的法律秩序的选
择　三、功能主义的原则　四、比较法的程序与评价　　1.对作为比较项的外国法律制度的认识　　2.
比较——确定关联与认识异同　　3.评价第五章　法圈论　一、各法律秩序的分类与法圈论的成立　
二、法圈分类的标准　　1.法圈分类之例　　2.分类的相对性　　3.分类的多元性标准　三、法律秩序
的历史发展　四、特殊的法学思想方法与法律观念　　1.与国民性的简单化对接　　2.大陆法与英美法
　　3.远东与西方的法律观念　五、具有特征性的法律制度　六、法源及其解释方法　　1.法源的多样
性与价值序列　　2.大陆法与普通法　七、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重要因素　　1.意识形态与法　　2.宗
教法与世俗法　　3.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　八、法圈的分类　　1.各样式构成要素的比重　　2.法
圈分类的试行方案第六章　法典论　第一节《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　　一、法典比较的意
义　　二、（法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历史情况　　　1.成文法地区与习惯法地区　　　2.习惯法的采录
　　　3.实务法律家阶层的兴起　　　4.学说活动与王室法令　　　5.革命立法——过渡时期法　　三
、《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　　四、《法国民法典》的精神与本质特征　　　1.自然法法典　　　2.
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妥协　　　3.文体、用语　　五、《德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历史情况　　　1.罗马法
的继受　　　2.启蒙主义与理性法论　　　3.历史法学派与潘德克顿法学派　　六、《德国民法典》的
编纂过程　　七、《德国民法典》的精神与本质特征　　　1.潘德克顿法学的法典化　　　2.法律技术
、文体、用语　第二节　苏联的民法典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观念　　二、俄罗斯法的传统
　　三、革命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　　四、《民事立法纲要》与1964年《苏俄民法典》　　五、
（苏俄民法典）的精神和基本特征　　　1.民法的社会主义化　　　2.苏维埃民法的基本原则　　　3.
《民事立法纲要》及〈苏俄民法典〉的体系和内容　　　4.概念、用语　　六、重建与苏维埃民法　
第三节　英美的法典　　一、英美法源理论的新发展　　二、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分道扬镳　　三、法
典化思想的展开与挫折　　四、英国的法典起草方法　　五、民法典、教科书、法学教育　　六、美
利坚合众国的法典　　　1.美国继受普通法的特殊情况　　　2.美国的法典第七章　法律家论——法律
秩序的创造者　第一节　法律秩序创造者的意义　第二节　法国和德国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一、《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　　　1.《法国民法典》与律师（avocat）　　　2.《法国民
法典》编纂委员的出身与思想倾向　　　3.《德国民法典》的起草委员会　　二、教授与实务家——
以判决书与教科书的撰写方法为中心　　　1.法国简洁的判决书与注释性教科书　　　2.德国的体系性
、批判性教科书与论文式判决书　　三、法律家资质的形成　　　1.法国的法学教育与多元化法律家
培养制度　　　2.德国的法学教育与一元化法律家培养制度　　四、法律家之间的阶层分化　　　1.法
国的律师　　　2.德国的大学教授　第三节　英美的法律家　　一、作为法律秩序刨造者的英美法律
家　　二、英国法律家资质的形成　　三、现在的法律家培训制度　　四、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家　
　　1.美国独立前后的法律家　　　2.美国的法律家培养途径　　　3.美国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第四节
　苏联的法律家　　一、法、法律家观、法学教育　　二、选举产生的法官　　三、倍受轻视的律师
　　四、专制与专政权力下的教授　　五、检察官——“沙皇之眼”的后继者主题索引人名索引译后
记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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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

编辑推荐

　　如果我们把耗费时间和财力的基础理论研究留待欧美的学者去完成，而直接专注于实际应用，或
许不失为获得实利之捷径。然而，这样做将无法脱离追随欧美之窠臼。因此，我们亦须义不容辞地承
担起基础理论的研究。崭新的构想往往发端于基础研究，据此必将开拓出科学的新视野&hellip;我之动
机乃是&ldquo;温故而知新&rdquo;．&ldquo;学于古训乃有获&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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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

精彩短评

1、good

2、因为写比较法方面的论文，所以买来求教的。
3、这样的书，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比较法学界还没人写得出来。看书之前有沐浴更衣的冲动！
4、书的质量很哈皮
5、非常好看！

语言漂亮，内容精彩。

非常值得一读的比较法读物。
6、和德国学者的《比较法总论》不同，这本著作的立论和角度都很特别，值得我们仔细地体会。
7、一直认为比较法的龙头是德国与英国，没想到日本的大木雅夫也可以将难以掌控的比较法发挥的
那么好。不过还是没有克劳维茨的比较法系统，买一本看看，也比较一下哦。
8、比较法经典教材
9、这书不是我特地要买的，而是机缘巧合，买本看看。总体感觉不错，至少法律出版社这套书都值
得翻翻看。
10、与茨威格特的那本相比是问题史，分专题，茨威格特的是国别史，还是大木雅夫的细致
11、和大木闹僵了也不至于第二版修订的那么随意吧。。。后记还讲根据贺卫方的建议已经修订了很
多地方，所以第一版到底是有多少低级错误？
12、超喜欢大木雅夫的“看不惯”的劲头，就算是自己也无话好说也是看不惯。
13、法理法史的著作，大木教授学贯东西，旁征博引。不过思路似乎不是很清楚...主线有些难抓
14、万里斜阳备好，doubdodee
15、大学老师推荐的，比较学术性，非专业人士看还是有点困难的。
16、世界著名比较法学者大木雅夫之著作，该学者为德国比较法学者茨威格特之高足，曾留学德国，
精通数种外文，对比较法学更是有自己深刻而独到之见解。作为东洋人，其思维成长之文化氛围与中
国有些相似，因此研习此书对学习比较法的中国人来说，当有极大之裨益。可将此书与茨威格特氏之
比较法总论对读，必可获益匪浅。
17、好书，封皮有点脏，其他没有了，当当以后发货应该把书弄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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