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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30年积累的教学心得与收集的教学资料，经过一年的整理、归纳和潜心思考与求证，《债法原
理》一书于近日收官。
收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麻俊生先生的约稿时，自己对所要完成书稿的构想，随着一年辛勤
的耕耘而得以实现，心中充满着兴奋与快乐。
　　债的提法早已有之，可谓历史悠久。
但由于债的立法多呈诸法合一的状态，或合于民法之中，或虽以债法为名，却又多以契约法为主。
这一实体法现状，影响了债学或称债法学的研究。
不论是以《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篇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以瑞士-的《债法》作为研究对象，都难以摆
脱对债的片面认识。
环顾当前有关债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顶尖之作，但总给人以盲人摸象之感。
虽然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关于债务的精彩论述，但却很少见到非常清晰的关于债务与义务联系与区别的
分析；又如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更是仁者见仁j智者见智了。
然而从学科的统一性出发，这种分歧不应如此长时间地存在。
再如已有著作每每将合同的履行原则视为债的效力，全不顾及这一债的效力如何体现在侵权等其他原
因引起的债上。
由于在涉及这些债法学基本概念上的似是而非，以至不少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对此类问题仍处于
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
　　针对债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书试图跳出目前受诸法合一局限的债法研究模式，从学科
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出发，探索债法及债法的体系。
本书由以下板块构成：1.义务板块。
要认识债法学，首先应区分义务与债务，本书指出义务是一国为维持社会发展之秩序，通过立法和当
事人之间的约定而设立，由义务人自觉履行；债务则从属于一国为保障社会秩序，对违反义务人实施
的惩罚责任体系，即让其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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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含了作者近30年积累的教学心得，根据大量理论研究和教学资料撰写而成。
本书试图跳出目前受诸法合一局限的债法研究模式，从学科的独立性和统一性出发，探索债法及债法
的体系。
    本书还在相关章节配置了大量与概念匹配的生活中的案例，以使初学者在充满理性的学习中增加直
观的感性认识，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债学概念，掌握债学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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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民间所言之债，常指欠人钱财，例如《辞海》中对“债”的解释即是“债之本义——欠人钱
财也”，《说文解字》也解“债，债负也”。
另外，债还常常被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亏欠，例如“血债”、“情债”等。
　　古代中国，债的关系虽然很早就出现，但在先秦时期，债一般写作“责”字。
《正字通》云：“责，财也，俗作债。
”伴随先秦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债的关系日趋普及，纠纷也与日递增，法律开始将其纳入调整范围
。
据《周礼·地官·泉府》记载：“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辩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即民间借贷，
可视当时情况，按国家服事之各种税率计算利息。
①《周礼·秋官·朝士》还记载：“凡有责事，有判书以治，则听。
”其意是如果发生借贷纠纷，需具有借据文书，官方才能受理。
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均如此一般地规范债的关系。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文化对汉字债的解释，仅限指借贷关系，与罗马法上使用的“债”，其含义是不
相同的。
　　中国古代法律中与罗马法的债字概念较为相近的概念，读作“券”。
券的前身，称为“契”或“约”。
所谓“契刻也，从刀。
”“约”字本意是缠绕，《说文解字》云：“约，缠束也，从丝。
”因此，契与约，表现了远古时期，人们在从事交易时，以刻木示信和结绳记事的办事风格。
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和内容的繁杂，那种简单的刻木结绳方法已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双方各
执一片，刻有简单文字的，被称为“券”的竹片应运而生，从而替代了原来的“契”和“约”。
《说文解字》云：“券，契也。
从刀，券声。
券别之书，以刀判契其旁，故日契券。
”中国社会至西周年间已出现书面契券的记载，主要有“傅别”与“质剂”两种。
所谓“傅别”是将约束写于文书，然后一剖为二，双方各执一片，合券时方能通读。
所谓质剂，是在竹木简的两面写上相同内容的文字，一剖为二，各执一片。
长者趁质，用于奴隶、牛马之交易；短者称剂，用于兵器珍奇异物之交易。
　　东汉时期，造纸术发明后，人们开始用纸记载契约的内容，逐步代替了竹简。
作为对过去做法的继承，便将书写的契约一式两份，将两份契约并拢，在骑缝处划上记号或写上“同
”、“合同”或“合同大吉”等文字，于是就有了合同的称谓，久而久之，人们则将原本是验证契约
的一种标记的合同，演变为契约的同义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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