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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年婚姻法实施近十年来，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如夫妻“忠诚协议”的
效力、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认定、对配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害、亲子关系的确认规则、成年
在校大学生生活费和教育费请求权、探望权的主体与探望权的中止，等等。
在法律相对稳定、不能及时根据社会生活变化和需要做出调整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
和12003年12月相继出台了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一)和司法解释(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婚姻家
庭立法之不足。
目前正在讨论的司法解释(三)，将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相应的规定。
    本书围绕司法解释(三)的制定展开讨论。
来自全国各地的本领域专家学者、法官和律师各抒己见，直抒胸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调研数据与
审判实践的第一手资料，希望以此促进司法解释(三)尽早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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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其一般社会观念意识中都潜含对暴力的认可。
尤其在家庭中，暴力行为更是被容忍到极致。
在西方文化中，家庭成员可以攻击其他成员，特别是在教养子女时，这种行为被看做是家庭事务。
一度流行的“大拇指规则”即为典型。
依照这一规则，当妻子或子女有过错时，丈夫可以用棍子体罚他们，但所用的棍子不能比大拇指粗。
丈夫对妻子和子女的暴力不仅被容忍，更被美化为一种必要的惩戒。
目前个人权利已经得到极大的尊重和保护，但家庭暴力事件仍被认为是家庭事务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
美国大多数州法院都不愿作为家庭的代表干涉家庭事务，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法律对家庭事务包括家
庭暴力的干涉有可能会侵犯家庭的私权①。
在中国文化中，暴力观念亦是随处可见。
“子不教、父之过”，“棍棒底下出孝子”，人们普遍认为要培养出孝敬、出色的子女，暴力是最佳
的选择。
在夫妻关系中，这种暴力观念则更为露骨。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
家庭成员间的暴力不仅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反而被看做是家庭生活中的正常的合理行为。
对暴力容忍甚至认可的社会普遍心态，为家庭暴力的滋生和存在提供了思想支持。
大量调查表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为女性，施暴者则多为男性。
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结构中，男性被培养成暴力的施加者，女性则被教化成暴力的承受者、牺牲品。
男权社会的习惯、法律、社会意识等都支持男性对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威控制。
家长，尤其是男性家长对家庭成员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此外，男权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亦将女性排斥在外，致使女性无法获得足够的生存、发展资源，从
而不得不依附于男性，进而忍受来自男性的暴力。
男性绝对的、主导性的统治地位是暴力普遍存在的结构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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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前沿:聚焦司法解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前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