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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塞佩·格罗索（GiuseppeGrosso）是本世纪意大利以及欧洲最伟大的罗马法学家之一，生于1906年，
卒于1973年。
他曾就读于都灵大学法学院，后来在意大利数个城市（卡麦里诺、比萨、热那亚）的大学中渡过教学
生涯；他在都灵大学开始教书时极为年轻，授课的内容是罗马法和罗马法史，并且从未想过离开这所
大学。
他担任都灵大学法学院院长近30年，并且是公共教育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国家科研委员会（CNR）法
学和政治学分会的主席。
除教学活动外，他还作为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投身于政治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反法西斯
抵抗运动；后来被选为都灵省的主席，随后又担任过都灵市的市长。
    关于这本《罗马法史》，本想在写译后记时把翻译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点以及解决的作法做个交待
，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可以免了：中译本已将所有的拉丁文术语均在译文后标出，并且附有一份详细的
拉（意）一汉对照的索引，读者尽可去检查和评判译者的移译工作，并独立地去理解有关术语的含义
（不受译者翻译的影响）。
    在对书中人名的翻译中，译者没有全盘接受前人的译法，一方面，因为有些译名尚不规范，多种译
法令人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译者自信：直接从拉丁文（或意大利文）进行音译应当比从其他文字转
译更为准确一些。
当然，对于已经为人普遍接受的译名（如：奥古斯都、戴克里先、狄奥多西、凯撒，等等），译者还
是毫不犹豫地采纳了。
    关于书中出现的援引优士丁尼立法文献的表示方式，请参见256-258中的说明。
    从我们的合作计划上看，我们还面临着很艰世的任务：在近几年中完成《民法大全选译》的其他几
本分册，并对合现代民法以及中国民法进行比较性研究并介绍和交流有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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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护民官的数目、任命和权力，平民营造司，十人法官团  40.斗争的经济方面第五章　十人立法委员
会和《十二表法》  41.《十二表法》及其传统记载  42.针对《十二表法》传说及其意义的抨击，古罗马
历书的可信性问题  43.《十二表法》的基本内容  44.十人委员会与宪制改革第六章　平民与贵州的平等
化进程  45.瓦勒里和奥拉兹执政官的“复辟”  46.《卡努勒亚法》  47.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  48.监察
官的起源  49.《李其尼和赛斯蒂法》  50.裁判官和贵州营造司的起源，平民担任这类官职  51.平民会决
议获得与法律相同的效力第七章　“法”及其渊源  52.城邦和“法”  53.“法”的特点，“神法”和“
法”，家庭相对于“法”的地位  54.“法”在城邦中被吸纳的进程  55.对法的解释，祭司的垄断及其衰
落，向世俗法学的转变  56.作为法的渊源的法学理论及其意义  57.“法律”的地位及其同“法”的关系 
58.公法以及“公”与“私”之间的对立  59.早期的家庭和“要式买卖权”  60.所有权的产生  61.有关原
始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62.公有田  63.役权和其他物权的出现  64.最初的债  65.法律行为的形式主义  66.罗
马遗产继承的起源问题第八章　民事诉讼，早期的刑法和刑事诉讼  67.“法律诉讼”的程序  68.最古老
的诉讼方式  69.最初的宗教特色，罗马民事诉讼基本特点的出现  70.诉讼程序的世俗化以及后期的法律
诉讼形式  71.最初的刑法  72.最初的宗教色彩：献祭刑  73.报复刑  74.私犯及其最初的制裁  75.王权的体
现  76.“敌对行为”  77.《严酷条款法》，申诉和早期的争斗比赛  78.向民众申诉制度的发展以及民众
诉讼  79.在最初由宗教报复义务主宰的领域中出现的历史发展  80.小结第九章　共和国宪制  官制    81.
划分    82.贵州官职和平民官职，正常官职和非常官职    83.高级官职和下级官职    84.治权和拥有治权的
执法官    85.支配权，“平等或较高支配权”    86.共和国官制的基本特点    87.否瘊权、禁止权，中止一
般执法活动    88.城内治权和军事治权    89.对治权的基本限制――向民众申诉    90.司法权和治权    91.强
制权和治权    92.官职的外部标记，官职的无偿性    93.执法官的选拔：历史发展    94.各种官职    95.任职
制度的逐步确定    96.官职的世俗化和僧侣职位第十章　共和国宪制  元老院    97.从贵州元老院到贵州－
平民元老院    98.元老院议员的任命    99.与现任官职的关系    100.元老院的职权    101.元老院开会的程序
第十一章　共和国宪制  民众会议    102.库里亚民众会议    103.百人团民众会议    104.同军事制度的关系   
105.百人团民众会议的改革    106.部落民众会议    107.百人团民众会议和部落民众会议的功能：选举职
能    108.立法职能    109.平民会决议与法律的等同    110.官定法律    111.民众会议的司法职能    112.民众会
议诉讼和申诉制度    113.民众会议的召集、举行和决议的程序    114.法律的组成部分及其效力第十二章
　共和国宪制  总结    115.各种成份的并存和平衡    116.治权的连续性，民众选举，显贵阶层对官职的垄
断    117.作为国家的“罗马共同体”和民主化进程    118.元老院的地位    119.小结    120.罗马的扩张第十
三章　意大利和各行少的组织  121.问题的提出  122.罗马和拉丁人，《卡西安条约》，后来的变迁，拉
丁人的地位及其不同类别  123.联盟制度的发展，平等条约和不平等条约  124.直接通过兼并的扩张，自
治市制度  125.自治市制度的多样性，“执法长官”和大区  126.自治市的内部制度  127.较小的罗马市民
聚居地  128.罗马城邦殖民区和拉丁殖民区  129.殖民区的建立及其制度  130.行少地域及其组织问题  131.
各种不同制度的并存  132.行省的治理  133.行省土地的地位第十四章　万民法，程式诉讼和荣誉法  134.
异邦人的地位  135.罗马人与拉丁人的关系：《卡西安条约》  136.罗马人与异邦人的关系：与迦太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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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137.异邦人的地位和“信义”的价值  138.国际贸易的扩展以及一系列新行为和新关系的发展  139.
“诚信”在罗马人与异邦人关系中的意义  140.在市民间关系中的适用  141.万民法概念  142.裁判官的司
法裁量权  143.程式诉讼的出现  144.同异邦人的诉讼  145.市民之间的适用情况  146.《爱布兹法》和《尤
利法》  147.程式诉讼的基本特点  148.裁判官在程式诉讼中的裁量权  149.永久告示  150.荣誉法  151.多元
化的发展进程第十五章　法学理论的发展  152.共和国法学  153.法学理论的活动  154.法在法学解释中的
发展以及法学理论对于裁判官的作用第十六章　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  155.索贿犯罪和刑事法庭
的产生  156.公诉制度的确立  157.刑事法庭程序  158.执法官强制权的运用  159.极刑和流放  160.犯罪形式
第十七章　共和国宪制的危机  161.危机的各个方面及其原因  162.意大利人问题  163.危机的其他因素 
164.提比留.格拉古  165.卡尤.格拉古  166.格拉古死后的情况：土地问题  167.军队的改革和将领的地位 
168.意大利人问题  169.苏拉  170.苏拉的改革  171.苏拉改革的失败，庞培，前三头同盟，凯撤与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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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3年的情形  179.结论  180.对奥古斯都君主制的界定  181.继承问题  182.王政特征的进一步明显  183.君
主制中的共和国宪制组织：官制  184.民众会议，专门的选举大会  185.元老院  186.皇帝的官员  187.各种
“长官”  188.皇帝的文秘官员  189.保佐人  190.君主顾问委员会  191.意大利的行政管理  192.行省的行政
管理  193.小结第十九章　法的渊源：古典法  194.法律  195.荣誉法  196.法学理论和“经君主批准的解答
权”  197.元老院决议  198.君主谕令  199.古典法学理论的特点及其活动  200.萨宾学派和普罗库勒学派及
其创始人  201.从奥古斯都图拉真时期的主要法学家  202.哈德良时代的法学家  203.安东尼时期的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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