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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沈家本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文字狱的收敛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渐渐开放，太平天国

运动又冲击和破坏了江南考据学的根据地，清初以来的考据学逐渐衰落了；另一方面，随着西学的输

入和经世意识的影响，传统的“旧学”体系一点一点发生了裂变，“新学”在不断统摄西方输入的新

思想而又猛烈抨击“旧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文试图从旧学、西学、新学的角度逐一分析沈家本

法律思想的源流关系，以了解造就一代法学宗师的精神和学术因素，并由此解释沈家本及其学说的历

史地位和修律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沈家本  修律  旧学  西学  新学 

  
沈家本先生是中国近代的法学宗师，是中华法系承先启后的伟人。在清末国家蒙难、外邦虎视的

时刻，为了救国，沈先生毅然承担起修律的重任，在立法、司法、法学理论、法学教育诸领域成就

了一番事业。经历了层层磨难的清王朝，改革步履十分艰难，修律亦此，压力大，阻力也大。沈家

本“面对过时的义理及旧势力之阻挠，所表现之道德之勇气及坚毅，以及其卓越的吸收新知识取精

用弘之能力，其高瞻远瞩及超前立法，亦足后人深思或效法。”[1] 
  
沈家本生活在西法东渐的清朝晚期，他的学问很广，著述宏巨。从政治观念上说，沈家本不能算

新派人物，他和喧嚣一时的维新运动没有什么关系。作为清王朝忠心耿耿的官员，“沈家本在修律

中有着融合中西的高度理论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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