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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EF_c122_485486.htm 《元照英美法词典

》汇聚三代法学睿哲与300学人十年潜心之力,堪称体现中国法

学界70年来英美法研究最高水平的煌煌巨典。这部400万字的

辞书已于今年年初推出。 学习外国法，一忌先入为主，需要

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急着对具体的制度环节下结论；二忌

不求甚解，外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经，即便会念经，我们也

可能会听不懂，拘囿于外表和细枝末节的“比着葫芦画瓢”

并不可取。 法律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部辞书《元照英美法词

典》，放在面前就让人眼睛一亮，因为它不但装帧设计颇为

考究，外观具有极为浓郁的英美气息，更凝聚了由近300人组

成的庞大专业编撰队伍整整10年的心血。联想到此前不久《

南方周末》、《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等新闻媒体对该书

审订者那批上世纪30年代治英美法的老人以及出版者在辞书

出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度负责精神的报道，喜悦之外又平

添了一份感动。 这部完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辑的英美法词典

的宗旨和可能的意义，编撰者和审定者们已经说得非常详尽

而清楚: “本词典的编撰旨在为中国提供一部以英美法律词书

为集粹的新编中文版，其收词自古洎今，尤注意英美法的发

展与词典的现代化。” “本词典以自19世纪以来的英美法词

典、百科全书、判例集、法律汇编、各部门法学专著等作为

基础资源，并旁及加、澳、新等国法律辞书及其法律与法学

专著，综合编纂。”(著名法学家、辞典总审定潘汉典教授

语) “1.通过为不断增长中美间法律上的理解提供一个机会，



这部词典将能促进强有力的公正的法律制度得到迅速发展。

2.这部词典将为中美法律界提供更紧密联系的基础。例如，

这部词典很可能成为两国律师的比较法培训的必备工具，一

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在美国法律训练中的传统功用。 3.本

词典将会成为对法律学者具有特别价值的参考书，而且，极

有可能对法律著作的翻译起到促进作用。 4.因为法律基础对

于商业制度的发展和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

要的因素，上述的益处将会巩固中美之间的商业关系。两个

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经济中将越来越重要。”(美国著

名法学家乔治J西德尔教授语) 不过,我尤为欣赏的是这部词典

所折射出来的编撰者们对知识追根溯源的求索精神,特别是他

们在追求、解释、维护法治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开放心态。 最

近几年来，通常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参照系进

行的法律方面的变革，构成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颇为引人

注目的一个方面。但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变革中类似于抗

辩制、法官主审制、证据当庭陈示制度、法官等级制度等诸

多措施,在中国并没有起到当初预期的效果，有的形同虚设，

有的则遭受到基于基本法理的质疑法官应该分三六九等么？

等级是否意味着行政级别和行政辖属关系的介入？ 与此相适

应，在法学研究领域，法律移植一度是甚至现在仍然是非常

热门的话题。许多国外行之有效的法律经验或曰国外的法律

传统在中国却“水土不服”,流于破产，而中国传统及地方性

习惯在一些个案里则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相当的合理性。 

针对这种情况,法学界有一部分学者强调法制建设需要依赖本

土资源。而持不同论调的人则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传统

和具有很强地域性的习惯与以民主、公正、平等、人权为标



志的现代法治理念可谓截然相背。由传统和地方习惯维系的

社会秩序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影

视剧塑造的“山杠爷”和“秋菊”们生活的那些地方，那种

世代以袭、正在面临现代法治观念挑战的秩序多多少少有点

“强权公理”的特征。 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或是倡导

以批判的立场来对待国外的事物都无可厚非.然而，无论是学

习还是批判，都需要一个前提：了解。我们对西方的法律制

度和法律思想了解到底有多少？ 中国的学者中，有几个认认

真真读过梅特兰的《英国法律史》？德国的法学也是非常发

达的，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亦相当之大，又有几个学者是

当之无愧的德国法专家？时下，研究美国法的人似乎比较多

，可是，仔细想想，要在中国的法学学者中数出几个扎实的

美国法专家,一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去年有关制定民法

典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恳切地认为我国法学界在民法理论方

面的研究基础不够深厚，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现实生活中人们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无比急切地呼唤一部

中国自己的民法典的诞生，但出于对民众和国家负责任的考

虑，应该认识到，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并不成熟。我们应

当审慎地推出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文件，制定以后要让它实

实在在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这位学者的话也从另外

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至少对民法来说，我们对国外的情形知

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一些学者“引经据典”的争论显然因此

大打折扣。 结合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我认为，我们第一重

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外国。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态度和

方法至为重要。我认为，《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撰者们为

我们提供了学习国外的法律和制度应有的心态。首先，在词



义上，他们尽可能地予所有的词语以本来的面貌，它是怎么

来的，后来有什么变化，为何又演变成今天通行的意思；其

次，他们寄望于中国治英美法的学人以及希望从英美法汲取

经验的法律实践者们能够依托《元照英美法词典》这个工具,

客观、公允地认识与评价英美法。 英美法有自己的历史，有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意义，仅仅看学者的论述是不行的，

且不说社会制度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学者

们不可能完全阐释清楚.即便完全阐释清楚，没有一定的历史

素养，做到理解到位也非常难。因此，学习外国法，一忌先

入为主，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急着对具体的制度环节

下结论；二忌不求甚解，外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经，即便会

念经，我们也可能会听不懂，拘囿于外表和细枝末节的“比

着葫芦画瓢”并不可取。 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迄至今日，虽

则对国外的法律制度的学习与借鉴是大学校园里和各种各样

的法律改革研讨会上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我们没有信心说

自己对西方制度方面的设置已经了解得足够精深、足够细致

、足够全面。 话又说回来，学习外国法是一码事儿，参照外

国法进行改革又是另外一码事儿。翻开《清末筹备立宪史料

》,看看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等人的奏折，你

会惊讶于其中对当时西方小至风土人情大到制度文化的精到

表述这已经是鸦片战争后中国60余年观察西方的积累。 让人

始终无法参透的是，“五大臣考察西洋宪政”后直至文革之

前，还有数次中国政治精英们发起的以宪政为矢的的变革和

实验，为什么均未成功？这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欠缺并

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此间不论在法学界、政治学界抑或制度

的实际操作层面，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物；却不似今天，



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人才的贫困”，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编

撰一本英美法词典的时候，竟然不得不惊扰那些八九十岁的

老人。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思考，而学者们必须承认，实际

的制度构建是远比学习、研究理论更为复杂的事情。 行文至

此，不经意间突然心生几分压抑，不知道是面对历史的汗颜

还是思及法治中国前途的迷茫。移植外国的法律和制度，的

确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一个国

家和地区的法律和制度在另外一块土壤上生长，可能也会有

相似的经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法律和制度的精神是不变

的。法律和制度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需要，原因在于人类是存

在缺陷的动物，而且有些缺陷是不可根除的。同样，由于这

种缺陷，我们建立的法律和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你追求

一种法律和制度的价值，就可能丧失另外一种法律和制度所

蕴含的价值。 我们在认识人类所有的法律和制度之后，接下

来的任务便是在不同的法律和制度之间进行衡量，选择那种

相对要好的法律和制度。对于我们，好的法律和制度，不单

要有利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国家的强大，还要让每一个人感觉

到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平等和自由。无论是正在紧锣密鼓进

行过程中的民法典制订工作，抑或可以预料到的中国宪政的

塑造，这些都是不可忽视和应予最先考虑的。文章出处：法

律思想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