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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民法通论》这部教科书中，作者卡尔·拉伦茨主要追求的是下列学术宗旨：不仅仅局限于对《
德国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规定作出阐述，除此之外还要揭示私法的基础，并使读者意识到民法的
体系和基本概念。
在阐述民法的体系时，拉伦茨不仅分析了所谓的“外在体系”，而且还力求揭示所谓的“内在体系”
。
在这里，“外在体系”是指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制度所作的概念上的整理和阐明；而“内在体系”则是
指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实质联系。
现在，这本书已经出到了第8版。
第8版的作者认为自己依然有义务去实现上述学术宗旨。
新版书通过将这些学术目标同其间已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的方式，继续发展着这些学术目标。
这一事实，决这了有必要对原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一些调整。
这篇跋文旨在向读者概括介绍这些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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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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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应得出每一项道德义务都是法律义务的误解。
道德义务只有在被法律制度接受后才能成为法律义务；而只有当道德义务调整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的外
在行为，因而能够具备制裁的后果时，才会被法律制度所接受。
此外，在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中，有不少并不是道德义务，如纳税义务、出庭陈述义务、遵守
社会秩序方面的规定的义务等等。
不可否认，在这些情形，“义务”意义中所包含的强制性成分，要多于内心约束。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义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同时也是道德义务，如遵守合同的义务、不辜
负对方已付出的信赖的义务、不损害对方人身及其权利范围的义务等等。
　　三、人对于非法行为的责任　　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也包含着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不行为承
担责任的思想。
承担责任，是指接受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并对这种后果负责。
承担责任是人类生存中的一个基本现象。
无论人们对这种现象作出什么形而上学的解释，它作为一种可经历的意识事实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应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那么他就会将这种责任归结于自身；他不能将责任
作为某种与自己无关的东西推诿掉。
他一旦认识到自己对他人从事了非法行为，认识到相对于他人违反了义务，他就会感受到一种道德上
的迫切要求，去把他人所遭受的不利后果承担过来，去“赔偿”非法行为所产生的损害。
被施加非法行为的人，则把请求赔偿的要求视为他的权利。
他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因为对方是人。
没有人会要求动物或无生命的物来“赔偿”。
主动承担责任以及被对方要求承担责任，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负担。
　　法律责任的范围不同于道德责任的范围，就像法律义务的范围不同于道德义务的范围一样。
承担法律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而可归责性又必须具有特定的、适用于全体人的归责标准
。
在民法中，法律责任的后果是产生某种损害赔偿义务。
《德国民法典》通常将从事某项既为违法、又具有过错的行为作为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的前提(参见
第276条、第823条)。
它所规定的“过错”，是指以故意或过失的方式，侵害他人的某项权利或违反法律所规定的某项义务
。
“故意”是指行为人已将违法的后果纳入了他的意志；而“过失”，是指行为人如果尽了法律所要求
的注意和谨慎，本来可以预见和避免其行为的违法后果。
行为的过错性，同行为人的具体能力和灵巧程度相关。
但是在民法中，行为人的能力和灵巧仅具有有限的意义。
民法同刑法不同，它主要调整对已造成的损害如何予以公正的补偿。
民法中“故意”和“过失”等概念的详细意义属于债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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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总序　　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之缘起，在乎“取法人际，天道归一”之理念
。
　　天地渺渺，众生芸芸；然天地何以长存不灭，众生何以繁衍不息?此中必有亘古于今之一般法则。
天地者，自然之谓；众生者，乃自然所赋生灵之长，人也。
而人所以居万物之首而为生灵之长，概因其不仅是生于自然，而且还能领悟于自然，进而以理性和智
慧的劳动创造受益于自然。
由此而论，天地间至真至善至美，莫过于人与自然之和谐融合。
正如庄子所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也。
”而中国哲人所言“天人合一”，实际表明着人类的最高智慧和境界。
但是，最高的智慧未必是功利的智慧，最高的境界往往不是现实的境界，此乃人类虽为万物灵长，但
又归于万物的本性使然。
尽管不无缺憾，但却理所当然。
纵观古往今来，可知人类始终是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物性的矛盾状态中存在发展。
不过，人出于其自然本性但又以其理性确认的社会秩序，又使之在这种永远不会解消的矛盾状态中生
存发展成为可能。
　　自古以来，食色之性、交往之需、名利之求、功德之义，无论国人洋人、权贵庶民，众生莫不有
之；惟每人认取之价值，或此或彼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但基于人之本性所产生的社会，无论东方西方，必然有其共性。
于是有老子的古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而希腊的斯多噶哲人也说：“按照自然而生活。
”由此可知，同属自然之人类，本有其共同的理念与法则。
以法律而言，中国、西方法律虽文化传统各异，然毕竟都是人类社会的法律；必然有其共同的人性内
涵。
所以，考察法律，应着眼超越地域、国度和民族，甚至超越时空的人际层面，努力发现本来属于整个
人类的理念和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并促进入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越来越普遍深入
的交往。
吾人之规可为他人所取，他人之法可为吾人所用，概其皆出乎人之本性。
所以“取法人际，天道归一”，当为人类社会法律进步之最高思想境界。
以迄今历史度之，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越来越普遍深入地相互结合和依赖，经济的全球化和文
化的世界化正在相辅相成地迅速演进。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产生于人类本性的共性愈多愈充分地为人所认识，则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交往就愈可能有效和平地进行。
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交往、确定关系及秩序的最重要途径
。
就此而论，可断言未来人类的发展与和平，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全人类在法律法则上的沟通与趋同。
　　本着取法人际或取法自然的理念，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拟系统全面地翻译当代德国法学具有代
表性的学术成果。
因为德国法不仅为可取之一方法律，而且还与当代中国法制有着特殊的关联。
事实上，当代中国大陆、台湾的法制是基于清末民初之际的法律改制发展而来。
当时采纳了欧洲大陆法系法制模式，而其中又以汲取德国法律，特别是民法、刑法居多。
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中国法制和法学的发展还颇受德国法制和法学的影响，现今中国法制和法学的
不少思路实际都与后者有关联。
因而，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进步自然更容易从德国法制与法学中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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