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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

内容概要

《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的作者西原春夫教授有深厚的儒学根底，所以在访问中国的学术报告中，
他也曾做过儒学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儒学价值观历史上对日本的影响，二战以后曰本在美
军占领下接受美国强加给的以权利、自由为中心的西欧价值观的事实，以及近年来日本年轻人中“克
制欲望能力衰退”的现象，提出“法与道德的二元主义的承认”的主张，并呼吁“发扬以儒教根本思
想为核心的亚洲精神”。同时也对儒家的伦理给以很高的评价，指出“作为体现亚洲世界观的一个侧
面，最值得注目的还是儒教”。当然，他也指出，儒学本是一套封建道德体系，其中有一些并不适应
当今民主主义时代，并且提出要处理好“儒教与其他道德体系的关系”。这些论述对我们当前如何发
挥儒学的精神，很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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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

作者简介

西原春夫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主要经历：1928年生于日本东京。195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法学部，1956年修完博士后期课
程。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助手（1953年）、讲师（1959年）、副教授（1962年，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
和教授（1967年）。1962—1964年，德国弗莱堡大学Max—Planek外国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所留学
。1965—1973年，日本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刑事法特别分会干事。1970—1979年，日本司法考试考查委员
。1972—1976年，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部长。1976一1982年，日本法务省法制审议会监狱法修改分会委员
。1978—1982年，早稻田大学理事（1980年起任常务理事）。1979年，德国弗莱堡大学Max-Planck外国
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所留学。1982—1990年，早稻田大学校长。1983—1995年，日本法务省矫正保护审
议会委员（1991年起任会长）。1984—1992年，日本私立大学联盟及日本私立大学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会长。1985—1989年，日本文部省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副会长。1988—1993年，日本文部省大学设
置和学校法人审议会委员、副会长、会长。1988—1995年，日本文部省学术审议会委员、副会长
。1991—1993年，日本总务厅第三次推进行政改革审议会委员，社团法人青少年育成国民会议副议长
、议长。1991年，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等功劳十字勋章。1995—1998年，早稻田大学欧洲中心（波
恩）主任。1995年，获上海市政府授予的白玉兰荣誉奖。1998年从早稻田大学退休。1998年4月担任日
本国士馆大学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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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中文版序言第一部 刑法与刑法学　日本刑法的发展和日中刑事法学术交流一回顾与展望　日
本与德意志刑法和刑法学——现状与展望　日中刑事法学术交流　日本刑法与中国刑法的本质差异　
刑法及其解释　国家刑罚权的根据　刑法的思维构造与效用　构成要件的概念与构成要件的理论　论
国际刑事审判权　运用修复性司法的思想，来实现国际纠纷的和解　建设和谐社会与犯罪被害的修复
第二部 亚洲的现在与未来　21世纪的亚洲　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和亚洲法研究的意义　东亚共同
体形成的可能性和程序　东北亚的问题第三部 21世纪的儒教　儒教与儒学在21世纪的意义　儒教与儒
学在21世纪的意义　面向构筑世界和平的儒教伦理　基督教与儒教中的经济伦理附录　西原春夫先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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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

章节摘录

日本刑法的发展和日中刑事法学术交流——回顾与展望一、日本的近代化与引入欧洲法7世纪左右，
以中国的唐律为蓝本，日本建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但是，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国家中央集权的
约束力被削弱，在各个地方出现了具有封建性质的习惯法。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急速进行近代化
的19世纪中叶。在日本，虽然始终存在天皇制，但是，在封建时代，天皇的权力被削弱，政治权力基
本上分散在地方，有时还产生了约束地方的强有力的武将，并世袭地形成了与天皇并列的、某种程度
上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政治势力。在封建时代末期确立了这种政治形态的是德川家族，其体制从1603
年开始，持续了250余年。德川家族长期锁国，拒绝与外国进行交往。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美国为
首的先进国家用武力作背景，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当时的年轻人认识到，为了与先进国家相抗衡，必
须把国家统一起来，并以此为目的，团结在一起，没有流血地实现了把政权返还给天皇、解散封建政
治体制的历史伟业，这就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被先进国家殖民地化的危险依然存
在。原因在于，当时先进国家作为殖民地化的手段而使用的是对外国人犯罪由相关的外国享有裁判权
的所谓领事裁判权，认为需要这种领事裁判权的根据是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和
裁判制度这种理论。因此，明治维新后的政府，开始注意当时的欧洲各国作为近代法的模式而使用的
法国法即拿破仑法典，想在翻译它的基础上，制定重要的法律。结果，1880年日本制定了最初的近代
刑法典，即“旧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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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

编辑推荐

《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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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

精彩短评

1、包装破损，书皮脏，快递不送，自己去取，态度不好。书的内容不用说，但当当应注意服务。此
次购物不愉快。
2、在马克昌老师《比较刑法原理》中就对西原春夫老师的观点、理论深感佩服，同时这本书让高铭
暄、马克昌老师亲自为他作序，可见西原春夫老师的影响非同一般
3、日本人的野心哪~！非常自然地用大哥哥的语气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心目中的小弟弟
4、是一部演讲的集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刑法、亚洲的现在与未来、21世纪的儒教。
5、纵然是世界级的学者，演讲对于学术来说只能是隔靴搔痒，这不是作者与内容的问题，要怪就只
怪表现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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