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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日本民事诉讼法习德国民事诉讼法而成，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是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理论的笼
罩下发达起来的。
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前提下一路前行，提升学术的品质，或者说要达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
就必须在学术方法上有独特之处。
本文集收录了中村宗雄先生和中村英郎先生两位大师级民事诉讼法学者的十一篇著述。
中村宗雄先生以自然科学为范示，运用阶层构造理论重新研析民事诉讼，奠定了“中村民事诉讼法学
”的理论基础。
中村英郎先生在此基础上再创辉煌，运用法规出发型和事实出发型的诉讼类型分析法，完备日本民事
诉讼理论，使“中村民事诉讼法学”更加发扬光大。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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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村宗雄（1894——1975），法学博士，日本著名法学家，“中村民事诉讼法学”创始人，早稻田大
学名誉教授。
主张以自然科学为范示重构民事诉讼法理论体系.裁判是实体法和诉讼法综合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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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中国读者的话译者的话法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关联（一九五○年十月）我的裁判理论（一九
六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诉讼对象之宏观分析（备忘录）（一九七四年）论裁判和解制度（一九五五年
四月）德国法上“诉讼之目的”（诉讼标的）概念的生成过程（一九五五年六月）“诉讼之目的”（
诉讼标的）的论争及其历史背景（一九六○年七月）民事诉讼中的罗马法理与日耳曼法理（一九七○
年）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一九九四年五月）我与民事诉讼法研究（一九九六年一月）法院作用的
比较研究（二○○一年四月）美国法对日本民事诉讼法之影响（二○○七年三月）附录  中村宗雄先
生简介  中村英郎先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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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明治政府的政策是德国法律制度流人日本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令人意外的是，竟然丝毫
不见日本学者接纳德国法学的学风。
例如，日本现行民法典分为总则和财产编，这大体上是以德国民法第一草案为母法制定的编目。
不容否认，即便不称德国民法是日本民法的母法，但是以德国民法为蓝本却一直都是明治政府的方针
所在。
然而，由于负责民法法案起草的梅谦次郎、富井政章两位先生都是法国法学者，穗积陈重先生是英国
法学者。
因此，在现行的民法典中，随处可见与德国法立场相悖的规定以及嫁接法国法的规定。
从民法典施行时（明治31年）起至明治末期，法国法的解释理论在日本大行其道。
追随这一理论的判例也不少。
但是进入大正时期后，德国法学不仅在民法领域，而且在所有法学领域都占据了支配性地位。
于是，日本法学界一时间出现了德国法一枝独秀的局面。
此后，日本法学不断开拓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明治时期是西欧法的输入时期，大正至昭和初期是消化时期，那么昭和中期以后则是构建新日
本法理论的萌芽时期。
虽然民事诉讼法学与民商法学相比起步较晚，但是通过我们前辈、同辈的不懈努力，它已经开始踩着
与其他法学领域一样的步调在共同推动日本法的向前发展，这绝非言过其实。
但与民商法不同，民事诉讼法学一直未曾受到法国法的影响，起初便承继了德国法的理论。
二战后，尽管英美法理论被引入日本，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对民事诉讼法学造成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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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方法论:中村民事诉讼理论精要》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
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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