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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校法学教材·民商法系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实
践性的统一。
在编写体例上，继承了传统教材的优点，奉行科学、规范、统一的宗旨，并力求有所创新，以适应21
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全新要求。
在内容上，追求完整、准确地阐述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并阐释了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
司法解释，吸收国外先进的立法例和学说，进而指出我国现行制度中有待商酌之处，并提出了一些完
善建议，以期为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民法典的现代化
奉呈绵薄之力。
 　　重视研习者法律思维的养成以及法律技能的培训也是本教材秉承的目的之一。
在编写形式上，教材的每章都附有“内容提要”、“本章小结”和“ 思考题”。
我们的所有这些努力旨在激活法科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提高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同时也利于教师借
助不同的教学手段组织各种教学形式。
 　　本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教材，同时又注意结合我国法律实务，探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因而又
可供一般读者研习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学理论知识之用。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婚姻家庭法概述、亲属关系原理、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婚姻的效力、婚姻
终止等。
既可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教材，同时又注意结合我国法律实务，探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因而又可供
一般读者研习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学理论知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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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霞，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所
长，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安徽省学科带头人。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及儒佛道关系研究。
 主要学术职务：教育部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
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朱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人文讲坛讲席教授、涡阳县老子
文化研究开发高级顾问，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社会职务：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民族
与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特邀检察员。
 主要学术成就：主讲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十余门；主持和参加国家级、省部级、教育厅以及
横向合作项目共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获省部级奖；出版学术专著《道家与禅宗》
、《中国宗教》、《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圆融之思
——儒道佛及其关系研究》；出版合著《中国理学大辞典》、《安徽文化史》等，其中作为骨干成员
参与完成的六卷本《道家与中国哲学》获安徽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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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节 婚约第三节 结婚的实质要件第四节 结婚的形式要件第五节 婚姻的无效及撤销第五章 婚姻的
效力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述第二节 夫妻身份上的效力第三节 夫妻财产制第六章 婚姻终止第一节 婚姻终
止概述第二节 登记离婚第三节 诉讼离婚第四节 离婚的效力第五节 离婚时的救济方式第七章 父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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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与终止第六节 当代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第七节 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第十章 扶养第一节 概述第二
节 我国现行扶养制度第十一章 继承制度概述第一节 继承与继承法第二节 继承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节 继
承法律关系第十二章 法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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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被法律确认和调整的家庭，以权利义务为实体内容　　作为家庭成员的亲属之间存在权利义务
关系，此种权利义务的正常运行是家庭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基本保证，也是法律调整家庭关系的价值所
在。
在大多数国家，法律调整的亲属权利义务主要集中在家庭成员之间，只有少数具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亲
属超出一个家庭之外。
这表明了法律上的亲属范围与家庭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如，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所规定的有权利
义务的亲属成员基本上是同居于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
当然，在不同社会，家庭的规模不一，法律赋予亲属成员的权利义务有别，因而家庭成员并不等于亲
属成员。
婚姻家庭立法既要调整家庭关系，还要调整家庭之外的亲属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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