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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博士论文的题目本是“权利能力研究——主体哲学的视角”，经斟酌再三，决定以“主体性的缺失与
重构：权利能力研究”取代。
本来该书还包括“中西语境下的自然人观念”和“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能力”两部分，考虑到这两部分
是在中国本土反思外来的西方法律概念，这对纯粹地研究某个主题而言，联结不是很紧密，思考再三
，在修改本书之时忍痛割爱。
值此付梓之际，特就本文的写作缘由、主旨及其脉络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本书是对我多年以来看书的一个总结。
我是典型的法学科班出身，本科到博士都是法学。
被“圈禁”在法学领域多年，总有井底观天之想。
一则视域极为有限却又自以为井口即苍字；另则总想看看井外的世界是否真如井底所想。
当我爬到井口，我被发现的景象惊呆了。
原来法律这个井口与无垠的大地和广袤的天空完全融合。
各种各样的景象纷纭杂陈，令人不知所措。
如何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而又相互缠绕的观点之间进行抉择，自由即无外在规范却又要作为一切规范
源头的开端必然得以确立。
这个开端就是本书所发觉出来的作为民法基础的主体性。
在我国民法上，对民法本性的探讨仅强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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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基础领域的探讨是不具有任何实益的，换句话说，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或者权力效益。
用一句时兴的话语来讲，这样的研究没有任何用处。
但这方面的尝试却至为艰难。
基础理论的研究总是和其他学科想关联，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交叉性的研究。
本书大量地使用了哲学研究的方法。
首先从民法学界忽略或者浅尝辄止的法律关系基础出发，以目前大家所接受的生活世界关系作为法律
关系基础的通说作为驿站，援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追溯出奠定法律关系基础的生活关系的真正根
基是主体性。
进而从哲学上极为简略地梳理了主体性在哲学上的含义，认定主体性就是“能力”，是自我规范而又
自我超越的能力。
然后进入决定权利能力概念内涵的德国民法典，侦测到权利能力在德国民法典意义上来自于法律关系
理论，而这样的法律关系理论是法典编纂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理论，因而服从于整个法典的构架。
从德国民法典“总—分”结构人手，我们发现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仅仅是分则的概括，或者
说仅仅是主体在进入世界后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的调整规范。
这也就是为何在德国民法典意义上作为法律人格权利能力要以出生为据。
这样的权利能力理论不可能承载一般人格权，当然遗忘了人本主义的根基，因而学界多诟病于此。
综合哲学上主体性的定性和现有权利能力理论和制度的缺陷，本书提出民法学根基的转向，即应当将
我们关注的焦点从“权利”转向“能力”或者说“人格”。
转向“人格”后作为法律关系奠基的主体的主体性首先展现在“消极人格”上。
本书提出消极人格才是整个民法学的根基。
在此基础上，本书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仅仅是积极人格的开始，并依据“开始”这个概念将“
消极人格”和“积极人格”联结起来，提出了“权利能力开始”的元问题实际上就是“人格与身体”
的关系问题。
通过医学和法学的区分，将经典意义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命题意义限定在“权利享有始于出生”
上。
基于这样的理论区分，同样认定“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仅仅意味着“权利享有终于死亡”。
权利享有之前和终止之后，消极人格都是存在的。
最后对法人权利能力进行了探讨，从追溯法国民法典的否认说、萨维尼的拟制说和基尔克的实在论人
手，认定组织体的权利能力只能存在于财产领域，仅仅是财产人格，不具有任何伦理属性，因而这个
领域的人格不具有消极性，只是积极的人格而已。
    本书的第四章对消极人格的论述，将在《民法哲学研究》第一辑和本书一同出版。
它和本书第四章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该文的第一部分有很大文字上的修正和思路的重新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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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为民法学奠基的主体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民法是这些具有人身性或财产性或者两者兼具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倘若对整个民法进行分解，我们所能求得的原子就是各个具体的法律关系。
从这个初步的逻辑推断，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的基础。
可是，民事法律关系却并非自明的民法奠基，因为它还可以继续被拆解为“主体、客体和内容”三元
素。
那么，法律关系还是否是真正的民法出发点呢？
这需要立基于法律关系进行刨根究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学者们已经着手这个问题的讨论。
佟柔教授在全国第三期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当中讲道：“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包括公民和法人）之间随时都发生着大量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的某些部分如果被民法调整，从而上升为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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