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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铃木敬夫教授古稀纪念文集》目录，立即被诸多熟悉的作者大名所吸引。
他们或者是法届巨硕，功勋卓著，名震遐迩；或者是学科泰斗，著作等身，业绩彪炳；或者是一方旗
手，统率团队，锐意进取；或者是学术精英，社会贤达，直士新秀。
无论是何方神圣，都与铃木敬夫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受到铃木敬夫教授帮助和支援的至交
朋友或后辈学生。
他们当中，有的著作文章被铃木敬夫教授译介传播到东瀛；有的受铃木敬夫教授设法邀请出国讲学参
会；有的由铃木敬夫教授安排留学访问；有的持续得到铃木敬夫教授的教诲和鞭策。
其实，铃木敬夫教授在中国法学界的直接影响还远不限于本书的作者群体。
铃木敬夫教授宅心仁厚，圣德温润，几十年来受到他的各种帮助和恩惠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已经数不胜
数。
他在日本的大学中是首开亚洲法的著名教授。
如今亚洲法的课程已经成为众多日本大学法科的共同科目，并且形成以铃木敬夫教授为代表的亚洲法
研究会，出版了亚洲法系列丛书。
值得注意的是，铃木敬夫教授倡导的亚洲法研究，实际上是以中国法为核心内容的。
在他的亚洲法讲义中，先后介绍和论及过上百位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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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铃木敬夫教授古稀纪念文集，书中具体收录了：以社会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最大成果——探讨
中国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制度设计、从“皮诺切特案”看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东亚法治
秩序的局限与超越维度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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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铃木敬夫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序第一部  宪法下的人权与国权  第一章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第二章  论日本
明治宪法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为《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00周年而作  第三章  “一国两制”
下国家统一观念的新变化  第四章  以社会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最大成果——探讨中国政治改革“软着
陆”的制度设计第二部  人权与国权的法理  第五章  论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个问题  第六章  现代法的精
神论纲  第七章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思想述评  第八章  法律宽容是什么第三部  从刑法视角看人权与
国权  第九章  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第十章  当代中国死刑的批判与未来
走向  第十一章  从“皮诺切特案”看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第十二章  死刑司法控制的美国模
式之研究与借鉴  第十三章  不同罪刑阶段之罪与刑设定模式研究  第十四章  监狱纪律与秩序的法理第
四部  转型期社会的人权与国权  第十五章  公民、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社会  第十六章  东亚法治秩序的
局限与超越维度  第十七章  中日票据法上之“对价”研究  第十八章  由“绿党”立法思想看中国古代
“环境法”的超前性  第十九章  美国反补贴法能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美国对华反补贴
调查为素材第五部  铃木敬夫先生的人和思想  第二十章  我和铃木敬夫先生二_二事  第二十一章  亚洲
仁学法理论的构造——纪念亚洲法精神的大儒铃木敬夫教授退职与任职编后记作者简介出典一览铃木
敬夫教授简历与业绩目录(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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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结束第一次宪政考察回国后，载泽多次受到慈禧的召见，并上折奏请立宪，谓：东西各国富强
，“莫不以宪法为纲领”，“法国、英国与中国情况不同，难以强效，唯日本”以立宪之精神，实行
其中央集权之主义，施诸中国，尤属相宜.针对一些人反对立宪的议论，载泽反复强调立宪有利于皇统
，无碍于君权，并列举了行宪之后君主享有的17条大权，如裁可法制、召集议会、发布命令、统帅海
陆军、宪法改正发议权等，并概括出君主立宪的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较轻；内乱可弭。
第二次出洋考察大臣达寿在《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中也强调“宪法之必当钦定”之理由，认为“
钦定宪法出于君主之亲裁”，“宪法苟非由于钦定”，则君主、臣民、政府、议会、军队等“皆不免
为流弊之滋”。
接任达寿继续考察日本宪政状况的李家驹在1909年6月24日的奏《考察日本官制情形请速厘定内外官制
折》中系统地阐述以日本现行制度为基础的必要性，认为“日本为君主立宪政体之国，其宪法为钦定
宪法”，所以日本的官制无论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都循此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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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名留日归国的教师，脑海里始终考虑的是，在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能够找到一个
为中日两国的交流和友谊做出一点贡献的平台。
我的留日生活十年有余，此间受到过日本友好人士的巨大的恩泽，在此不细说了。
做一点实际工作，也算是一点报答。
2005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WTO研讨会”上，我偶然遇见了杜钢建教授。
这是我和汕大结缘的开始。
当时，杜钢建教授到任汕大法学院首席（实际上是院长）不久，他正在物色推动国际化的人才。
在推动国际化方面，汕大法学院有关东亚以及日本法方向的设想，深深地吸引了我。
自从来汕大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经常听到杜钢建教授说起铃木敬夫这个名字。
2007年5月，汕大法学院主办“亚太地区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
他是我所见到的学者中，虽然学识最渊博浩瀚但却丝毫不摆架子的人。
他的谦和与慈祥，用杜钢建教授的话讲就是“宅心仁厚，圣德温润”。
有句日语谚语说得好，“麦穗越成熟，果实越丰厚，头就低得越低”。
我和铃木敬夫教授共事近3年，深刻地领会了这句谚语的真实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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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下的人权与国权:铃木敬夫教授古稀纪念文集》编辑推荐：汕头大学比较法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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