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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私法制度中，民事主体在展现人在私法中地位的同时，也表达着人对私法的核心价值——自由与平
等——的诉求。
从民事主体历时演进上看，古代民事主体在形式上总体说来处于不自由、不平等状态，但仍然蕴含着
潜在的自由、平等观念；近代民事主体摆脱了种种附加，在形式上实现了人格自由与观念平等，但却
在演化中偏离了其核心价值取向；现代民事主体则在人们寻求实质正义的现代化变革中实现了观念革
新，即从过度化的形式自由与平等走向了实质与形式的动态平衡。
因此，在民事主体制度的历史演进中始终或明或暗地贯穿着一条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价值主线，它
导引着民事主体的历史变革与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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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梅，女，1971年生，黑龙江省克山县人。
分别于1995年、1998年、2007年在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
位。
现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民商法研
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研究人员。
兼任中国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理事、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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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自然法思想给予了罗马法以自由精神。
《罗马学说汇纂》中宣称：“根据自然法，人都是生来自由的”，“自由是给予每个人去做法律不禁
止的任何事情的权利”。
当然，现实的罗马法并没有贯彻“人生而自由”的自然法观念，而是以强制奴役着奴隶，甚至随意剥
夺他们的生命。
但是，“人生而自由”的思想却抽掉了奴隶制度的伦理和法律基础。
因此，罗马后期奴隶不断获得解放，以及允许奴隶自赎其身而成为自由人等规定，不能不说是自然法
自由观念流行和影响的结果。
日耳曼入侵几乎毁灭了古老的罗马文明，但是，基督教却为西方保留了文明的种子。
顾准曾说：“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④而“自然法观念的历史表明，基督教在其形成之初就接过了自然法观念。
”②伴随着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发展，自然法中的自由思想也在基督教教士和教会法学者中得以传承。
当然，由于基督教试图以蒙昧和无知对人们进行精神统治，因而，其对自由的宣扬强调信仰和归顺，
希望人们在归顺中获得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主观的随心所欲，这是以顺从为前提的自由，是由法律规定的自由观念。
”③因此，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并成为上帝统治理性动物，即人的法律。
它服从上帝永恒法的理性指导。
而人类法的自由意志只有符合和服从永恒法才是与理性一致的公正的法。
最终，在归顺与服从中，人类丧失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但是，正是在神学思想统治和基督教的精神钳制之下，才激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思想憧憬和孕育在无政
府状态下的反叛精神。
11世纪末12世纪初，罗马《国法大全》在意大利的发现开始了复兴罗马法之路，也使罗马的法观念和
法精神得以被重新认识，并通过法律权利思想唤起了人们的自由诉求。
在此基础上，但丁等人文主义学者一方面“通过文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④另一
方面借助于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提出了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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