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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160多年的中国近代化历程，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

方、苏俄先进法律制度及观念以改造中国传统法制及观念的历程。为推动中

社会基本接轨的近现代法制模式及法治观念水准，全民族的精英们几乎付出了一百多年的集体努

力。今天看来，总体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大方向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效果很不理想，工程很

不成功。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民族的精英们，民族的主流思潮，似乎都在

一种急切、激动、狂热的漩涡中徘徊，很难有一种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状

措，或义和团式盲目排外，那么在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就不免全

边倒，或不免不切实际地追求“多快好省”、“彻底革命”，总期待变革一蹴而就，期待一

地裂的突变使民族和文化获得活力四射、威力无比的新生。在这样的国氛或

文化遗产，对待国俗民情，动辄就会主张“火烧”、“砸烂”、“彻底摧毁

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中西交通历史剧变的关头无法避免的历史噩运!     

    在过去那种“救亡图存”的窘迫态势下，在只想 “师夷长技”或“推倒重

被一代代精英们设计出来的作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的法制，常常不免

误，实际上常常是缺乏民族土壤和根基的法制。这一套精英版的人为创制的法制，在我

的心目中，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实际土壤中，实际上是没有根基的，至少是根基不牢的。西式、

法制这棵移植来的大树，在近现代中国，显然是缺乏民族土壤或养分的。孟德斯

国家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 和国家的自然状态

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式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

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

应。”“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

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今天重温孟德斯鸠的名言，我

难堪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我一直主张用“历史法学”的眼光阐释中国传统

中国法制建设方案。 

    近代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律只能是土生土

发展的，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



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

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

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

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因此，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

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

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

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

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已经有了一个民族的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

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它自己的特征一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个性的个别民族的独特才能与意向。把

是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这种“共同意识和信念

“同一的法”。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

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法的最好

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

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

    中国的法律史学者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主导中华民族“同一的法”的总结阐发

法学者们合作推动合乎“同一的法”的新法律体系的建设工程。在对移植法制的利弊得失

的反省之后，我们必须提出法治主义前提下的法制(治)本土化或中国化方案。一方面，要使未

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更具有民族个性、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具有人们更加熟悉的民族形式，使其更

能解决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特殊问题，更能用具有民族个性的途径方式解决

面，“法治”的普世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应该发展出“中国版本”，应该实现

中国民族伦理特色的完美结合。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走法治之路，但法治可以用中

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或实现，并不一定只有模仿西方的表达或实现方式才能实现

存为一个整体。 

    这就是我们法律史学人的责任，这是历史法学性质的责任。 

    “历史法学”式的中国法学特别是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其主要宗旨或特色

方面。 

    第一，注重整理阐述中华民族历史上“共同的法”或“同一的法”。不管是成文的

的，只要是在中国历史上较长时段存在并支配族群社会生活的规范，就要格外留心加以

试图阐述清楚。 

    第二，注重考察民族历史传统上的“共同的法”(“同一的法”)与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地理

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考察这些“共同的法”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

础、资源、条件和背景等 

    第三，以上述研究成果为镜鉴，反省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在每一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