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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私法和公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区别于英美法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作为公法的对称，私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它调整市民社会中一切私人性质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通过物权界定资源归属，通过契约实现资源流动，通过侵权责任救济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通过亲属
和继承给个人以家庭的温情与扶助，这些形成了大陆法国家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基本模式。
这种通过私法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可以有效地将国家权力排除在私人生活之外，实行私人生活的
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从而实现私人生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这是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
私法在大陆法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也决定了私法制度、私法理论与私法文化的研究在大陆
法国家的法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众所周知，在我国，由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私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清末改制后引进欧陆民法，形成了大陆法传统。
但其后民国法统被废除，转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私法”，
甚至对“私人”性质的东西都畏如蛇蝎。
《私法》的创办，弥补了中国没有以“私法”命名出版物的缺憾，倡导了一种“私的”精神和理念，
也为国际民商法苑增添了一道中国的风景线。
近些年来，法学教育、法学研究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事情。
然而，相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方向而言，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民事立法仍然有些不成熟的表现。
早年《民法通则》的制定，就曾遭到一些经济法学学者们的反对，嗣后又有民法与经济法长达数年的
论战，不仅民法、经济法学者悉数卷入，许多法理、宪法和行政法学者也被潮流所挟，所发表文章数
量之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计数。
实际上，以今天将私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一些无谓的争论。
私法本身包含了所有与建构市民社会有关的“私人性”的法律，具有其自身的一般价值和完整体系，
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而存在的。
而且，这种理论也并不排斥具有一些“社会性质”但以“私的”价值为追求目标的成分（如反垄断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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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私法（第8辑·第2卷）（总第16卷）》的主编易继明博士请我为他的出版物作序，我感到非常
高兴。
公法、私法之分肇始于罗马法时代。
此后，在欧洲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私法不仅吸收了教会法、各地习惯法等营养，而且借助于资本主义
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私法传统以及私法文化。
这种私法传统和私法文化，一方面为西方文明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而另
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兴盛也为私法制度和私法精神的完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和物质基础。
因此，可以说，私法传统和私法文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
　　众所周知，私法传统在我们国家一直未能形成与发达，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经济方面的原
因（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迟迟不能发展），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比如儒家的道德规范
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
在我看来，私法传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非常重要。
它不仅影响到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而且对于一个民族的制度选择、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等也产生着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
这个过程中，加强民商立法、弘扬民法精神、培育私法文化，对于我们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将发挥举足
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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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者访谈]访著名民法学者内田贵先生[专题研究：民法法典化]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检讨与立法表达
担保法律制度发展三十年关于设立5·12汶川地震受害者补偿基金的建议——从美国9·11受害者补偿
基金制度中获得的启示拉丁法系视野下的物权概念及物权与对人权(债权)的区分[论文]心理学视角的
财产与所有权分析论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事实性论情谊行为[评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下设立我国
非婚同居法的构想“分家析产”或“遗产继承”：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的考察(1912—1928)智慧
所有权[编后记]寻找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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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者访谈]访著名民法学者内田贵先生渠涛研究员（以下简称“渠”）：首先，对您在百忙之中接受
我们的采访表示感谢。
内田贵先生作为著名的民法学者在中国法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想请内田贵先生谈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内田贵先生本人的一些情况；另一个是内田贵先生
现在负责的日本民法典修改的一些情况。
首先，请您向我们杂志的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内田贵先生（以下简称“内田”）：好的。
我1954年出生在大阪；1976年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1976年至1979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做助手（助教
）；1979年至1986年的7年间在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做副教授；在此期间，曾经于1983年至1985年到美国
康奈尔大学做客座研究员；1986年至1992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做副教授，1992年至2007年做教授；
从2007年4月开始在法务省做参与。
渠：东京大学法学部的助手制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只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能被选中出任助手，而
且日本其他大学是没有这种制度的，是这样吧？
内田：是的。
这种制度只有东京大学法学部有。
渠：那么，这种助手制度与大学院（研究生院）制度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私法>>

后记

尊敬的主持人郭明瑞教授尊敬的江平教授、马俊驹教授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在主席
台就座的，都是一些前辈学者。
尽管时间紧张，但作为一名后学，礼数还是要讲的。
正如刚才马俊驹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谈到的，不要因为讲人格平等就不谈身份，身份是这个社会存在的
客观事实。
（大家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论坛的组织者给了我一个发言的机会。
本次论坛议题为“新中国法学60年”，而且还确立了三个主题词：“曲折”、“磨难”和“追求”。
联系新中国民法学这60年来的发展，江平教授在论坛的基调发言中，已经讲到了新中国民法60年发展
的五个阶段；也肯定了最能够契合新中国民法发展的，就是本次论坛的这三个主题词。
我想，这一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寻找民法典！
所以，昨天论坛组织者问我发言题目名称时，我说，就以“寻找民法典”为题吧。
既然是“寻找民法典”，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法典吗，我们什么时候丢
失了，我们什么时候又想起了它，我们现在是在寻找那曾经拥有但又丢失了的民法典吗，我们中国人
是否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代表21世纪辉煌的民法典呢。
这些问题，始终是缠绕新中国民法学界的一个挥之不去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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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私法(第8辑·第2卷)(总第16卷)》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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