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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近代民法典制定和实施情况表明，不探究民法典生成的民法文化价值而简单去照搬外来民法
规则制度，法典施行就会如缺乏肥沃土壤的花朵而毫无生机。
本书通过对民法文化的成因、民法文化的内涵、民法文化的形成、民法文化的价值理念、民法文化的
形式理性进行研究，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法法典化的关系，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民法
法典化的阻碍因素和有益因素，通过对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比较探讨，得出中国民
法文化的价值取向应当“以人为本”，生成现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民法文化，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当确立
“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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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明中，四川邻水人，副教授，硕士，攀枝花学院学术骨干，四川省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国际
经济法学、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理事，攀枝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商法。
近3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主持完成市厅级课题3项。
在《学术界》、《前沿》、《社会科学家》、《生产力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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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从民事法律观念上看。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以刑为主是其不能否认的一个特点，相对而言，私法领域的民法却比较匮乏
。
清末借助移植外国法的手段，使民法理论和民法立法实践在短时间内急速展开。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由于中国缺乏私法传统，使民法理论和实践对外国法的移植更具形式和历史意
义的话，那通过这些输入所培养的私法观念却更具有实际价值。
人们开始认识到，民法也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律是与国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等紧密
相关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些法律更注重的是人的权利的保障，遵循私权主体平等、物权法定、契约
自治等原则。
这些初步形成的私法观念，并没有随民法法规的废除及清政府的很快垮台而消失，而是逐步潜入人们
的思维模式和生活观念之中，并在民国后期得以发扬光大。
可以说，在清末以后曲折多变的民法史上，这些私法观念的不断展开也是促进私法理论不断丰富、立
法逐渐推进的重要条件。
 第二节近代中国民法社会化立法精神及其批评 由于近代中国民法法典化是在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移
植西方民法文化的结果，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受当时西方民法思想的影响。
在西方，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法文化已经从原来个人本位的立法思想走向了个人权利为主、社会利益并
重的时代，因此，中国民法在其规则和制度上也反映出了时代的特征，出现了社会化立法的倾向。
而且，受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在民事立法中，更加强调集体主义、家国利益，个人权利在民法法典
化之初既受到了漠视，它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我们民法虽然大部分以德、瑞民法作借镜，要不能不问底细就认做盲从。
况且订立民法和个人著作是截然两事。
著作或许是独出心裁、不落恒蹊为名贵；而立法不必问渊源之所在，只要问是否适合我们的民族性。
俗言说得好，无巧不成事，刚好泰西最新法律思想和立法趋势，和中国原有的民族心理相吻合，简直
是天衣无缝！
”“近代民法走向现代民法，主要的特点是社会化。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民国民法较之德国民法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部民法即使在当时，与同时代的各国民法，也可并肩而立。
至于它在改革中国数千年的法制方面，在中国开创私法制度与私法文化方面，较之法国民法犹有过之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文化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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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