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 德 培 教 授
一

韩德培教授祖籍南京
,

19 11 年 出生于 江 苏 省 如 奉

曳 二 县
。

他六 岁开始优学
,

曾在浙 江 大学史政系学习丰年
,

后转入中央 大学法律系
, 19 3 4年毕业

,

获 得 法 学 士学

位
。

毕业后 留校作过几年教 学和 学报编 样工作
。

1 9 39年

~
’

“

矛瓜净英庚款 出国研 究生
,

在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研 究国际 私法
,

获得硕士学位
。

: 。 4 2年从加

拿大转往美 国哈佛大学
,

除继 续研完国际私法外
,

还比较广泛地研 究国际公 法 与 法 理学
,

1 至大战结束
。 19 4 5年底从 美国回到祖 国

,

应 周经生校长之聘
,

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
,

继

一

游担任法律系主任
。

从此在武大度过 T 四十 多个春秋
。

祈中国成立后
,

纬德培除 继续任武大法律系教授
、

系主任 外
,
又 出任武大校委会常委兼

别秘书长
、

副教务长
。

1 9 5 2年高校院 系调整
,

他参加制定中南区高校 院系调整规戈lJ
。

由于他

在教学改丰中做 了大量工作
,

曾被选 为式汉市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
。 19 8 4年 5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 1 9 8 5年被评为全校教师优秀党 员

。

伟德培足式大其有五十 多年教龄 的老教授之一
。

现在担任武大法律系名 誉系主任
、

博士生

寻师
、

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

国家环凌保护局与式大合办 的环境法研 究所所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砍治矛
、

法学挽划领导小组成 员
,

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法学评议 组成 员
,

国务院经济法规研 究

申心城问
,

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
,

中国法学会理 事
,

中国经 济法研 究会顾问
,

《中国大百

科全书 ( 法学卷 ) 》 编会
,

湖北省法学会名誉会长
,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等职
。

韩教

提除从亨教学科研外
,

还积 极参加政治活 动
,

先后担任湖北省第五 局政协委 员
,

九三 学社 第

七肠中央委 负会顾问
,

全国政协第六 局委 员
。

伟教授无我国著名 的法学家
, 1 9 8 4年 出版的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法学卷 ) 》 里

,

将他作

为 《 当 代 中 国 的 法 学 人 物 》 之 一 立 有 专 条
。

韩 教 授 又
是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的 国 际 法 和 环 境 法 专

,

攀

。

近 几 牟 来

,

他 先 后 五 次 出 国 参 加 国 际 性 学 木 会 议 和 讲 学

。 1 9 8 0年 赴 荷 兰 首亦 阿 姆 斯 特

开
,

出 席 国 际 性 法 学 会 议
,

在 大 会 上 宣 读 了 题 为 《 中 国 正 在 加 强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 的 论 文
,

并

; 与 合 绪 的 代 表 辰 开 针 锋 相 对 的 斗 争
。 1 9 8 1牛 赴 南 美 乌拉 圭 首 都 蒙 得 维 的 亚

,

参 加 联 合 国 环 境

飞

倪 划 哥 召 开 的
“
环 境 法 高 级 官 员 与 专 家 会 议

” 。
1 9 8 2年 应 美 国埃 德 加

·

斯 诺 纪 念 基 金 会 的 邀

请

,

成 法 学 客 应 教 授 和 富 布 莱 特
亚 洲 学 者 身 份

,

前 往 美 国 密 苏 里 大 学 和 其 他 十 几 所 大 学 讲

一

声

、 犷 舀 , 苏丈州
,

店

萨 市 市
长

雄

予
他

“
荣 番 市 民

”
称 号

。 一
1 9 84 年赴习本东京参加联合国亚太经杜

理事* 召开的
“
环 境 与 夏 展 的 立 法 与 制 度 会 议

” ,

在 大 会 上 介 绍 了 我 国 近 几 年 对 环 境 保 护 所

农 取 的 t 丢政策和措施
。

1 9 8 5年 又应 邀 去 美 国 参 加 国 际性 的 大 气 污 染 控 制 协 会 年 会
。

由 于 韩

教 授 在 国 际 性 学 术 活 动 中 作
出 了 童 丢 贡 蔽

,

受 到 许 多 国 家 专 家 们 的 赞 赏

,

先 后 被 选 为 国 际 环

( 下转封 三 )
_

、 _ 、
一

「



( 上接封二 )

境和 自然保护联合会
、

环 境 政 策 与 管 理 专 门 委 员 会 委 员

,

世 界 城 市 与 区 域 计 划 学 会 理 事

,

纪

念 埃 德 加

·

斯 诺 墓 金 奋 员 会 委 员 等

。

韩 教 授 自 幼 刻 苦 学
习

,

受 过 严 格 的 训 练

,

基 拙 扎 实

。

在 加
拿

大 留 学 时

,

他 的 硕 士 论 文

《 国 际 私 法 中 的 实 质 与 程 序 问 题 》
,

得 到 导 师 汉 考 克 教 授 的 高 度 赞 赏

。

在 回 国 以
前

,

他 还 先

后 写 有 评 介 法 国 L
·

狄 骥 的 社 会 连 带 关 系 说

,

奥 地 利 H
·

凯 尔 森 ( 后加入美国籍 ) 的纯悴 法

学
,

美 国 R
·

庞 德 的 社 会 学 派 学 说 等 论 文

。

回 国 后

,

针 甘 当 时 国 民 党 政 府 的 法 西 斯 专 政

,

曹

发 表 《 我 们 所 需 要 的 法 治 》
、

《 评 中 美 商 约 中 的 移 民 条 款 》
、

《 评 现 行 出 版 法 》
、

《 征 用 牵

门 富 室 在 国 外 的 财 产 》 等 重 要 文 章
。

1 9 48年 在 武 大学 报 上 发 表 了著 名 论 文 《 国 际 私 法 上 的 反

致 问 题 》 ,

受 到 国 内 外 学 者 的 赞 赏 和 重 视

。

建 国 初 期

,

纬 教 授 一 直 冲 于 教 务 和 政
治 活 动

,

不 料
1 9 57 年竟 元辜遭受不 白之 冤

。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后
,

外 教 授 一 面 积 极 恢 复 法 律 系

,

筹 建 国 际 法 研 究 所 和 环 境 法 研 究 所

,

同 时 继

续 勤 奋 研 完 和 写 作

,

先 后 写 了 《 关 于 终 止 若
一
于 合 同 所 步 及 的 一 些 法 律 问 题 》 ( 被 评 为湖 北社

会科 学一 等 奖 )
、

《应 该 重 视 衬 冲 突 法 的 研 究 》
、

《 运 用 法 律 手 段 管 理 经 济 》 子 重 要 论 文
。

19 8 3年
,

由 玮 教 授 主 编 的 《 国 际 私 法 》 一 书
,

作 为 高 等
院 校 的 法 学 教 材

,

已 先 后 印 利 三 次

。

19 8 5年 又 主 编 《 环 境 法 教 程 》 一 书
,

也 是 高 等
陇 校 法

学 教 材 之 一

。

此 外

,

在 他 的 主 持 下

,

还

承 担 《 中 国 环 境 法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 一 书 的 编 写 工 作
,

这 是 我 国 六 五 挽 划 中 的 重 要 科 研 项 目 之

一

。

韩 教 授 在 美 国 讲 学 期 间

,

与 美 国 西 北 大 学
法

学
院 院 长 S

·

肯 特 教 授 合 作

,
写 了 题 为 《 中

国 的 法 律 教 育 》 的 长 篇 英 文 论 文 ,

发 表 在 著 名 的 法 学
于」物 《 美 国 比 较 法 季 刊 》 上

,

受 到 许 多

国 家 法 学 家 的 重 视 与 好 评

。

此 外

,

韩 教 授 负 责 将 我 国 著 名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家 李 达 同 志 的 遗

著 《 法 理 学 大 纲 》 整 理 出 版
,

并 为 该 书 写 了
序 言

。

李 达 同 志 这 本 著 作 是 我 国 法 学 界 的 一 份 很

可 责 的 遗 产

。

纬 教 授
治

学 严 谨

,

有 独 特 兄
解

。

时 中 国 的 国 际 私 法

,

他 主 张 适 当 扩 大 研 究 范 围

,

将 调 整 国

际 经 济 贫 易 关 系 的 某 些 国 际 统 一 实 体 法 也 包 括 进 国 际 私 法 的 范 围

,

同 时 强 调 应 继 续 重 视 和 加

强 时 冲 突 法 的 研 究

。

甘 中 国 环 境
法

,

他 主 张 从 中 国 的 实 际 出 发

,

结 合 四 化
建 设

,

逐 步 建 立 中

国 环 境 法 体 系

。

他 还 强 调 要 加 强
时

经 济 法 的 研 究

,

充 分 发 挥 经 济 在 四 化 建 设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伟 教 授 注 重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

他 积 极 为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提 供 咨 询 意 见

,

并 取 得 突 出 成 绩

。

前

儿 年 有 一 些 重 点 工 程 因 故 准 备 下 马

,
夕
卜 商 以 终 止 合 同 为 由

,

向 我 方 索 赔

。

韩 教 授 接 受 国 务 院

有 关 部 门 的 邀 请

,

从 法 律 角 度 对 合 同 进 行 洋 细 审 查

,

提 出 了 具 体 建 议

,

受 到 政 府 有 关 邵 门 的

重 视

,

也 为 外 商 所 接 受

,

因 而 使 国 家 避 兔 了 巨 大 的 经 济 损 夫

,

受 到 中 央 领 导 同

,

态 的 表 扬

。

韩 教 授 是 一 个 坚 定 的 爱 国 主 义
者 和 共 产

_

主 义
者

。

早 在 中 学 时 代 就 爱 读 进 步 书 刊

,

在 大 学

时 期 读 了 英 文 版 的 《 共 产 党 宣 言 》
、

《 国 家 与 革 命 》
、

《 资 本 论 》 第 一 卷 以 及 《 马 克 思 传 》 等

书
,

思 想 比 较 进 步

。
1 9 4 5年 董 必 武 同 志 到 美 国 旧 金 山 和 红 约 参 加 联 合 国 筹 备 会 议

,

韩 教 授 出

于 时 共 产 党 的 热 爱 和 时 董 老 的 敬 仰

,

给 董 老 写 了 一 封 信

,

得 到 黄 老 的 赞 赏

,

并 亲 自 写 了 回 信

。

从 此

,

韩 教 授 与 董 老 结 下 T 深厚 的友谊
。

林 教 授 早 已 立 志 要 参 加 中 国 共 产 党

, 1 9 5 6年 就 写 了入 党 申 请 书
。

他 始 终 坚
持 共 产 主 义 信

念

,

相 信 党

,

拥 护 党

。

在 实 现 了 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的 夙 愿 之 后

,

更 是 意 气 风 发

,
以

“
不 用

扬 粗 自 奋 蹄
”

的 革 命 精 神
,

从 事 教 学 和 科 研 工 作

,

并 积 极 参 加 政
治 活 动

。

北 京 (( 法 学杂志 》

198 4牟 第 2 期 上 有 一 篇 韩 教 授 的访 问 记
,

标 题 是 《 鸟 信 好 学
,

宁 死 善 道 》
,

这 集 中 概 括 了 娜

教 校 的 精 神 和 品 格

。

( 王咬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