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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6_E5_8F_B2_E5_c36_202010.htm 我们今天谈到大陆法，

往往认为《法国民法典》是代表大陆法的一支，另一支是后

来出自德国的《德国民法典》。德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处在邦国割据分裂的状况，也就是德意

志帝国的早期是各个邦国，类似于中国的诸侯国，虽然他们

在历史上都共推一人作为帝国的皇帝，但是这个人的权力实

际上更多的是仅仅适于邦国之内，那么德国在欧洲大陆寻求

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法律的变革。原来在各个邦国时

期，各个邦都有自己的法律。 到了18世纪以后，有一个邦国

普鲁士势力越来越大，渐渐的对周边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所以随着德国内部统一的需要，人们也越来越需要一部统

一的法律，而关乎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

就是要有一部统一的民商事的法律。所以德国人在德国统一

的过程中，也就非常热忠于完成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在这样

一个制定统一民法典的过程中，德国人非常留恋它的法律传

统，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派别。一个派别认为，德国法应该源

自古老的民族习惯日耳曼的习惯法；另一个更多倾向于古代

罗马法的这套结构，称为潘德克顿学派。这一派更看重德国

是古代罗马法的一个最直接的继承者。法律 教育|网原创所以

，他们最终在这部德国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采纳了我们在

罗马法中提到的《国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纂》的体系，因

此《德国民法典》在结构体系上和《法国民法典》是不同的

。采取的是“五编制”，这个结构对中国人来讲更为熟悉，



因为清末以来我们制定的第一个民律草案，恰恰采纳的

是1900年颁行的《德国民法典》，正因如此，在传统的大陆

法系中有了另一支代表《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不

仅仅在法典结构上和法国民法典有所不同，在一些基本的原

则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如在个人所有权，在私权

利的行使范围上有了限制；在对待主体的法人制度上更为完

善；在对侵权责任的形态上，已经不在拘泥于法国民法典所

强调的这种责任的特点。法 律教|育网原创所以《德国民法典

》有着它的一些独特的内容，更适应了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

发展。大陆法系以这两个民法典所代表的大陆法对后来许多

国家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大陆法还有一个被我们理解起

来相对方便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司法诉讼体制，由于近代以

来继受的是大陆法，所以对这样的一套制度，在了解起来，

就感到有历史的基础。如在法院设计上，分为基层法院，一

直到最高法院。在法国，在普通法院系统之外还专门有针对

行政系统的法院，所以法国的法院系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

的行政法院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法国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行

政法院系统里有着一些特别的法律机构，如我们所翻译成的

参政院或者是平政院等等。 普通法强调，在案件审理的时候

，基于它的法律传统，形成的是一种有着陪审制、抗辨式的

诉讼。在这样的一种诉讼结构模式之下，陪审员的职责主要

是在认定事实，而案件审理的法官是在事实认定之后来适用

法律。它们形成了不同的诉讼主体的功能，通过抗辨当庭对

涉案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认定。但是在传统大陆法强调的是一

种严格的、明确的逻辑和规则。法律教育网原创所以，在大

陆法的诉讼模式之下，更多的是继承了古代罗马法的一种强



调诉讼的法定程序的这样的特点。所以大陆法就形成了这样

的一种叫作“纠问式诉讼”。在大陆法的法院设计和它的具

体诉讼制度当中，体现着这种和普通法的差异，随着大陆法

自身的发展，也在作出不断的修订，如在一些具体的案件中

，也强调对证据的抗辨采用制度，也强调当庭对传统纠问式

诉讼，特别是一些司法原则的变更。德国的诉讼制度，在体

制设计上，除了前面强调的行政法院系统之外，有着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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