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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对普通法系有重大影响的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的发
展历史。
英国普通法是建立在诉讼程序的基础之上的，英国法与程序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程序问题在英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不仅“英国法的概念主要是从诉讼程序的古老程式产生，并且仍
然充满原来是中世纪的思想方式。
”而且，英国法本身也是在“皇家法院提供诉讼人使用的各种程序的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正如梅因爵士(Henry sumner Maine)所指出的，“英国法是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
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英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制度对普通
法的形成及其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基于对英国普通法历史的浓厚兴趣，遂决定从民事司
法制度的角度对英国法进行“历史地解读”。
    本书试图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演进与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与考察，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有关本命题的现有研究成果中，比较法学家们对普通法系诉讼程序制度的介绍多集中在概括性
的论述方面，主要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诉讼制度的特点和内容予以对比。
在大多数法制史学家们对英国法律史的诸多著作中，很少是从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分析
和论述，或者说，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真相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而且，虽然目前国内民诉法学界对英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已有较多的介绍和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英国
现行民事诉讼规则及其程序制度的介绍和分析上，而对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化进程却鲜
有描述和分析。
    2．笔者希望通过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演进及其发展进行“追根溯源”地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更
好地认识英国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有助于我们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全貌予以了解。
而且，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考察，还有助于我们能够从中总结出英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其形成、发展
乃至改革的过程中那些规律性和科学性的经验，从而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一个参考
、借鉴和启示。
关于写作本文的目的，我想借用美国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序言中的论述来阐释，他指出，“这是一部关于起源、‘根源’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路线’即
我们借以到达今天的路径的历史。
”而且，“如果没有一种对于未来的重新整合，那么，既不能回溯我们过去的足迹也不能找到未来的
指导路线”。
法国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也曾经说过的，“过去已经向我显示如何建设未
来”。
从历史的视角，从头考察英国普通法的法律传统以及民事诉讼制度，不仅对其他普通法系国家，而且
对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为我们比较和借鉴英国的民
事诉讼经验提供一个理性的参考。
这也正是笔者在余论“‘英国经验’对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的主旨所在。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主要采取历史解析法，即以历史视野为大背景，一方面对
英国普通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历史性的描述，同时也对其特点及其影响进行理性的
思辨分析。
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    1．是因为英国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演进的产物，英国法的主要传统特征就在
于其“历史性”。
德国比较法学家K·茨威格特曾说过，“与其他两大法系相比，英国法更强调探究它的历史源流。
”英国法无论其各种法律制度、诉讼程序还是法律传统，“比其他法系更有意识地强调同过去的联系
，更多地依赖传统的法律思想”。
法国法学家勒内·达维德也曾经指出，“研究英国法较之研究法国法更需要历史知识”，而且，“英
国法学家们沾沾自喜地强调自己的法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因此，要了解普通法，就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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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英国法律史“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英国就没有经历过对罗马法的继受或法典编纂运动，因而为什
么英国法会有那种对大陆的观察者和特别是法律史学家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未间断的发展”，而且不懂
得英国法的历史，“就很难理解今天普通法的特殊风格、技术表达方式和概念划分。
”    2．笔者之所以选择历史的角度，还因为普通法系下英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内容庞大的主题，
鉴于篇幅和能力，笔者不可能采用历史透析法对该论题进行宏观和全面地分析，而是将本书的写作重
点放在对英国具体的民事诉讼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追根探源”地回顾。
笔者采取这种研究方法，除了因为这种方法有利于对一项制度作更深入透彻地理解和阐述，而且，我
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创新。
毕竟目前国内学界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其发展与演进的历史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全
面和深入。
尽管我不敢奢望在现有的篇幅内能够起到弥补的作用，但至少希望本书会对其他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
同行们有所启发。
因此，本书只是从这一命题中选择一些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制度进行分析论述。
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历史解析法对英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审视和分析，无论是对这一命题本身，还是
对其他各国，尤其是对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都会有一些崭新的启示。
    三、本文的结构与内容安排    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的起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古代法时
期，即从公元前4世纪起到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岛建立统一的英吉利国家到1066年诺
曼登陆建立起封建王朝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这一时期古日耳曼法对古代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的
影响极其深远；2、自12世纪以来普通法形成和发展时期英国民事诉讼的发展；3、19世纪英国法的改
革时期，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现代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4、英国民事诉讼的现代化时期
，即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民事司法改革。
本文主要围绕着这四个发展阶段分七章详细阐述和分析了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第一章为古代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
共分四节。
古代英国法律体系深受古日耳曼法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古日耳曼法是现代英国法的主要历史起源，也是普通法系的历史起源。
第一节以“古日耳曼法及其影响”为题详细论述了古日耳曼法及其法律观念、古日耳曼部族的司法组
织、诉讼程序以及古日耳曼法的影响。
第二节分别从法兰克帝国的建立、法兰克帝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组织的建立、诉讼程序的变革及其
影响等方面阐述了法兰克帝国法对古代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的影响。
第三节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为题，论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法
律渊源、法院组织及其诉讼程序。
第四节分别从法律渊源、司法组织及其诉讼程序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古代法的古日耳曼色彩及其影响。
    第二章为英国普通法形成时期的民事司法制度。
共分三节。
12—13世纪是英国法律史上的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时期，因为普通法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司法制度是普通法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司法制度成就了普通法。
司法制度是了解普通法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因此，本章主要围绕着普通法的形成及发展这一
主题来阐述英国的民事司法制度。
第一节以“英格兰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为题，论述了诺曼王朝为了确保其安全和统治，通过设置中央
与地方政治机构和确立土地分封制等重要举措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
第二节第以“中央王室法院体系的建立”为题，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进程。
第三节主要论述了普通法形成时期英国的民事司法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重点论述了普通法在其形成阶段，巡回审判制度、陪审团审判制度与令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对普通法
的形成及其民事诉讼的影响。
    第三章阐述了衡平法的兴起及其对英国民事诉讼的影响。
分三节论述了衡平法的兴起、发展以及衡平法院诉讼程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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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法作为英国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是了解和研究英国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以前，英国法存在着普通法和衡平法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种双重结构也是英国法的一个重
要特点。
衡平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推动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推动了英国法律制度逐步走向
完备与成熟。
    第四章分两节论述了教会法的形成及其对英国民事诉讼的影响。
第一节着重论述了教会法的形成与教会法院体系的建立。
教会法的形成是随着教会行政组织的完善和集权化，教权的统一和扩张，教会地位和特权的确立而形
成和发展起来。
教会法中包含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因素。
教会为行使广泛的司法权，依照封建国家法院的模式，建立了不同等级的教会法院，构成独立的完整
的宗教法院体系。
第二节主要阐述了教会组织与教会法院在英国的建立、教会法院与王室法院在司法管辖权方面的冲突
与发展、以及教会法院诉讼程序的内容、特征及其对近代英国法与诉讼程序的影响。
    第五章为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及其对诉讼程序的影响。
在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中，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出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本章分两节。
第一节论述了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产生及其发展。
英国法律职业群体的兴起及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总体上看，它是伴随着12世纪后期到13世
纪中期英国的司法机构逐步走向专职化而产生的。
尤其是中央王室法院的机构、法院成员及其管辖范围的固定化、专门化和制度化促进了13世纪普通法
法官职业阶层的形成。
法律阶层的专业化是促使法律职业阶层兴起的内在原因，而英国独特地法律教育和律师培训制度也是
最终促使法律职业阶层在英国形成的外在原因。
第二节论述了英国法律职业阶层对普通法及其诉讼程序的影响。
英国法律职业阶层不仅对普通法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促使一些传统的、重要
的普通法程序制度的确立。
    第六章为19世纪的英国民事司法改革。
本章分三节。
第一节阐述了司法改革的历史背景与传统司法制度的弊端。
本节围绕着“传统司法制度的弊端”详细分析了19世纪以前英国混乱的司法组织、繁琐与僵化的诉讼
程序、昂贵的诉讼费用以及效率低下的审判效率，论证了这些传统司法制度的弊端是导致19世纪英国
司法改革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诉讼程序的变革”，针对传统司法制度中诉讼程序的弊端，简化诉讼程序不仅
是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而且也是这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本节重点论述了这次改革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对普通法法院与衡平法院诉讼程序的改革、对法院组
织结构的改革、对最高法院诉讼程序的改革以及对上诉制度的改革与重塑。
第三节总体评价了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的历史意义。
通过司法改革，英国调整了法院设置，建立了一套司法权限层次分明、统乇有序的、金字塔式的四级
三审的现代司法体制。
而且，司法改革通过调整普通法与衡平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结束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立局
面，完成了英国法律体系的整合，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内部结构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
19世纪的司法改革对普通法诉讼程序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建立了一套简便快捷：富有效
率的、适合法院所有部门的规则，提高了司法效率和公正性。
而且，19世纪的司法改革还促进了英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普及和提高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
念，所有这一切标志着英国从此进入了现代法治社会。
    第七章为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民事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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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两节。
第一节以“19世纪司法改革以来英国民事诉讼的发展”为题，重点论述了19世纪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以
来所确立的两个对后来整个英美法系具有重大影响的诉讼程序制度，即先例规则和对抗式诉讼制度。
第二节以“20世纪90年代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为题，一方面分析了英国民事诉讼面临的三大主要弊端
，即诉讼迟延、诉讼费用昂贵以及诉讼程序复杂，并指出英国民事诉讼的上述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对抗式诉讼这一普通法传统及其诉讼文化，即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
对抗式诉讼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法院权力滞后，从而从根本上导致了诉讼迟延、诉讼费
用高昂以及诉讼周期过长的弊端。
因此，变革对抗制诉讼成为20世纪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此外还着重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即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的产生。
1999年4月26日生效的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在英国法的历史上尤其是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新规则确立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效率、减少拖延、降低成本、增加诉讼的确定性、促使法院公正
合理地解决纠纷”的目标，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洗心革面的彻底变革。
第三节是对20世纪末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历史意义的总结和评价。
新《民事诉讼规则》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英国民事诉讼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对革
除英国民事司法制度的种种弊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为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新《民事诉讼规则》确立了“接近司法”的民事司法理念，重振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这不仅
为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确立了目标，而且也为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而且，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是世界民事司法改革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诉讼规则的法典化、以及各种具体制度重构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国家，尤
其是对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的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本书前七章通过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进历史的论述以及对其各种具体程序制度
背后所体现和蕴含的法律思想、诉讼原则及其诉讼文化的分析，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英国民事
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同时也为我们预见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
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的视角，从头考察普通法系的法律传统以及英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帮助我
们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这也正是“‘英国经验’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民事诉讼制度完
善的启示”所在。
笔者在余论部分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本文的宗旨。
在世界民事司法改革潮流之下分析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提出了将实现司法现代化作
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同时还阐述了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民事诉讼法制及其理论的正确
态度和方法。
着重论述了“英国经验”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启示。
其中重点论述了英国法官选任制度、民事诉讼立法以及英国在诉讼模式改造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相应的
法官制度改革、民事诉讼法的完善以及民事诉讼制度及审判方式改革的启示。
　　    正如笔者在余论部分所阐述的，本书的选题以及笔者对本论题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并非仅仅停
留在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简单描述，而是旨在通过对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为我国民事
司法改革乃至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指引。
了解别人的历史是为了借鉴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要实现我国民事诉讼的现代化，根本上要立足在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基础，立足于对我国国情的充
分认识和尊重，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放眼世界，认真研究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吸取其有益
的成分和营养，剔除其糟粕或者不合时宜之处，通过相互协调或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某一诉讼制度的
完善与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民事诉讼的演进与发展>>

作者简介

毛玲,湖北省枝江人。
1990年毕业于原中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99年获原中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和研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民事诉讼的演进与发展>>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古代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　第一节　古日耳曼法及其影响　　一、古代日耳曼
法及其法律观念　　二、古日耳曼部族的司法组织　　三、古日耳曼法之诉讼程序　第二节　法兰克
帝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影响　　一、法兰克帝国的建立　　二、法兰克帝国的法律制度　　三、诉讼程
序的变革及其影响　第三节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　　一、盎格鲁撒克逊时
期的英国　　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法律渊源　　三、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法院组织　　四、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诉讼程序　第四节　英国古代法的特征及其影响　　一、法律渊源的古日耳
曼色彩及其影响　　二、司法组织的古日耳曼色彩及其影响　　三、诉讼程序的古日耳曼色彩及其影
响第二章　英国普通法形成时期的民事司法制度　第一节　英格兰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一、中央和
地方政治机构的设置　　二、土地分封制的确立　第二节　英格兰王室司法体系的建立　　一、司法
管辖权的“竞争”　　二、王室法院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第三节　英格兰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其对民事
诉讼的影响　　一、巡回审判制度及其影响(Nisi Prius System)　　二、陪审团审判制度及其影响(Jury
Trial System)　　三、令状制度及其影响(Writ System)第三章　衡平法的兴起及其对英国民事诉讼的影
响　第一节　衡平法的兴起　　一、衡平法产生的思想基础及其社会背景　　二、早期普通法中的衡
平法萌芽　　三、大法官庭的建立和衡平法的产生　第二节　衡平法的发展　　一、衡平法的规范化
　　二、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冲突　第三节　衡平法院的诉讼程序规则及其特征　　一、衡平法的诉答
程序　　二、审判程序及其证据制度　　三、衡平法诉讼程序的特点第四章　教会法的形成及其对英
国民事诉讼的影响　第一节　教会法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　　一、基督教的产生与教会地位的确立　
　二、教会法的形成及其发展　　三、教会法院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英国的教会法院及其诉讼程序
　　一、教会组织与教会法院在英国的建立　　二、教权与王权的斗争　　三、教会法院的诉讼程序
及其影响第五章　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以及对诉讼程序的影响　第一节　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产
生及其发展　　一、英国职业法官群体的兴起及其发展　　二、英国律师阶层的兴起及其发展　　三
、英国法律职业阶层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二节　英国法律职业阶层对普通法及其诉讼程序的影响　一
、英国法律职业阶层对普通法的影响　二、英国的法律职业阶层对诉讼程序的影响第六章　19世纪英
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及其民事诉讼　第一节　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的历史背景与传统司法制度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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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革的目标　　三、“英国经验”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启示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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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一章  古代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    法制史学家一般认为，古代英国法律体系是指盎格鲁撒克
逊时期英国基本法律规范的综合。
具体来说，英国早期的法律制度是随着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人侵不列颠岛，不断征服不列颠并
建立了统一的英吉利国家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大多数学者对英国法的研究主要始于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岛建立国家到1066年诺曼入
侵建立起封建王朝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而且将这一时期英国所实行的法律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
法(Anglo—Saxon Law)。
    这一时期的不列颠经历了日耳曼人的人侵，因此古日耳曼法对古代英国法的影响极其深远。
尽管英国法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民族法律的影响，其中仍以古日耳曼法的影响为主。
实质上，古日耳曼法是现代英国法的主要历史起源，也是普通法系的历史起源，普通法是在日耳曼习
惯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可以说，1066年之前的英格兰是处于日耳曼法的控制之下的。
    古日耳曼法对英国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英国法包含了浓厚的日耳曼法的因素，无论其具体的法律制度还是法律观念无不打上了古日耳曼法的
烙印。
因此，要考察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沿革，首先应回溯到公元4世纪时期的古日耳曼部族法
。
其中，法兰克帝国时期的法律最具影响力，它对诺曼王朝对英国的统治乃至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特别
的借鉴意义。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法主要是古代日耳曼民族习惯与英格兰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习惯
法。
习惯法是当时英国法的主要法律渊源，英国法就如同是“一条以古代盎格鲁撒克逊法为源头，先后汇
人了古代丹麦法和诺曼封建契约法的习惯法长河。
”在古日耳曼法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英国建立了带有浓厚日耳曼法色彩的司法组织及其诉讼程序。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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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第一章为古代英国法及其民事诉讼制度；第二章为英国普通法形成时期的民事司法制度；第三章
阐述了衡平法的兴起及其对英国民事诉讼的影响；第四章分两节论述了教会法的形成及其对英国民事
诉讼的影响；第五章为英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及其对诉讼程序的影响；第六章为19世纪的英国民事
司法改革；第七章为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在余论部分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本文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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