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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还是翻译。
2、引证充分
3、端木赐-zzh
4、已购
5、匆匆读完，我觉得阅读时的态度对不住这本书的伟大名头
6、看得有点晕，不过有些见解还是蛮独特的
7、翻译得神马东西啊魂淡!还不如去看原版查字典呢!!依稀可以发现写得还是很脉络清楚的..对比的也
到位
8、翻译校对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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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就原文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系统梳理了大陆法系的流变，使读者对大陆法系有一个基
本的了解。而且语言可读性很强，能够吸引读者在短时间内看完。但是，不得不说，翻译的实在是有
够差的，很多句子按照中文习惯来说，连句子基本成分都不全。读者也许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起来
的句子完全不明白，感觉就是金山词霸翻出来的。坚持读到一半，愤而找到原文看了，才没有错过这
本好书。所以说，不是任何一个学习法律并且懂英文的人都能够翻译好一本法律书的说。
2、公法私法的划分一直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明显的体现在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文本《民法大全》之
中。因为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即出现在罗马时期，并且一定的划分标准必然出现于一定系统化的要求
。这两方面都是古希腊时代不具备的。尽管古希腊的法律文本很难找到，但是可以从只言片语中发现
，那时的审判都是采取集体的“民主制”（如苏格拉底审判中500人的大会），这样的审判很难对类型
化产生要求；并且如伯尔曼认为的希腊时期“法律规则与司法判决并不能作为体现社会正义观念的权
威依据儿接受或至少加以考虑；这些规则和判决只是他们在构筑自己的哲学理论时所使用或不使用的
材料”，这与罗马时期对待法律重实务的态度完全不同，只有在制度设计和实务中的不同区别才有公
私法划分的必要。（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在古代罗马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被严格加以区分）这
一点在罗马时代也仅仅是初露端倪，在《十二铜表法》那里，以私法的内容为主，仅在第九表中有对
公职人员的提及，这可能是由于古罗马刚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共和时代不久，对公职人员的权力规制需
求并不强烈的原因所致。但即使是在后期，公法也并没有获得与私法平起平坐的地位，因为罗马帝国
一直没有改变过它的君主制或寡头政治的本质。《民法大全》中的分类体现在《查士丁尼法典》之中
，这部收集历代规章制度的法典汇编，前九卷是私法内容，后三卷是公法内容。这表明公法私法的划
分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雏形，并且在《十二铜表法》以后公法的地位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猜
测）。同时学理上的分类在《法学阶梯》中得到了阐述“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
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学说汇纂》也认为: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之间的协
议而变更。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
是法律”。这样分类的趋势在中世纪中并没有继续走下去。中世纪是习惯法的天下，并在精神上强调
忠诚和荣耀，社会上等级森严。这样公法的必要性不再，每个人权利义务的界限在出生时已然确定，
阶层之间流动性不强，每个等级又被强烈的习惯法则所确定，越轨之事很难发生，“各司其职，各行
其事”，公法的权力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艾伦沃森认为“在那个时代早些时候，法
国法象英国法一样，在实践中摸索着掌握，它既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教授，与juristenrecht（结构复杂
而不易懂得法律），由学究式的法学家创制和阐述的法律相距太远。”习惯法的世界里，一切都浑然
一体的。这种情况被《民法大全》的重新发现打破。罗马法重新成为了研究对象，甚至被抬到了《圣
经》的地位。“到12世纪，西欧的教会法学家和罗马法学家却将希腊人的哲学智能与罗马人的法学智
能结合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将与仁慈和爱心相关联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良心概念融入理性
和衡平之中，从而深化了这些先前的概念”。然而，这么多概念分析仅仅针对的《法典》中私法部分
，公法依然处于被冷落的状态，被认为和前九卷相去甚远。但是这样一半冷一半热的状态，事实上也
承认了前九卷——私法自成一体，它的体系、逻辑、概念与其他不同，有着独立的意义，分类不仅是
可能而且是必要的。私法的繁荣和这些法学家的研究是分不开的。经过前后注释法学派的努力，在学
理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自洽、严密的体系。强调《法典》，也就强调了私法公法的区分，那时的
每个罗马法学家，可以说都是研究私法的专家。当时将罗马法深化的背景下使得“罗马法的地位抬得
越高，公法的地位越下降，公法也就与其他渊源相距越远”。这些理论研究在几个世纪以后修成了正
果，《法国民法典》的出台集中体现了绵延数世纪的修行，使得私法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甚至有准宪法的意味。而与几乎此同时（1799年）拿破仑创建了行政大审法庭并设置了行政法院。在
那个时代的六法全书中，公法也有着一席之地（宪法典）。这样公法的兴起原因有二，分别与传统公
法的两部分有关：一，宪法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正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民族国家的呼
声越来越高，绝对主权的理论也开始发展，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对政治结构、基本权利进
行了规定，而这两方面在每个国家又各自有别，因此宪法是很明显对于一国主权的宣言，也打破了政
教二元的中世纪结构，把视线拉回了俗界；二，行政法明显是为了控权产生，既然有了对内的最高权
力，就要让这种权力有一定的约束，法国推翻了君主制，为了“防止滥用特权回溯”，行政法的产生
就为必需。梅利曼认为，在中世纪教会和天主教自然法对世俗权力有着约束，但宗教改革以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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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这样公法的需求也就大大增强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需求，使得法国在法院系统上采用了两
种独立的建制。这样学理与制度上的明确划分一直到了20世纪初。由于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国
家干预的力量再度增强，私法的自治与公法的控权理论之外，需要为国家干涉找到一条出路，这样第
三部门——社会法应运而生；再加上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的潮流，传统的二分法受到了极大的挑
战。但这种划分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梅利曼的话语可以作为一个总结，“公、私法两大部门的划分
还是有很大的重要性，两者之间的界限依然比较清楚，大量具体问题或当事人的利益仍然可以毫不费
力地归入公法或私法范畴中去。但是由于在公法与私法的临界点上，它们各自的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伸
缩区，因而今天几乎没有几个大陆法法学家会试给公法或私法提出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定义来”。最后
，公私法的划分作为大陆法系的传统已经延续了近两千年，并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但作为今日的我
们，最重要的不是这种划分，而是这种划分方法内在的精神：法治的精神在于权利得到保障（私法）
以及权力不被滥用（公法）。P.S这本书中大量篇幅讨论了“法典编纂”时期之前存在于习惯法中的民
法传统，并强调法典并不是区分两大法系的标准，用证据说话，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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