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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三编，即沿革编、理论编和方法编。
其逻辑思路，是由远而近，由抽象而具体。
在理论编先介绍一般方法论，再介绍一般解释学，然后讨论民法解释学方法论。
一般方法论所讨论的，是对一切科学均适用的最基本的方法；一般解释学则是人文科学所应适用的基
本方法；民法解释学方法论只是（民）法学领域所适用的方法。
这一编是全书或民法解释学的理论基础，有的部分特别难懂。
因此，作者建议，对从事法实务工作的读者而言，不妨先重点阅读第三编各章，以求掌握民法解释适
用的各种方法、技术。
然后，回过头来阅读第一编各章，以扩充自己关于民法解释学的历史知识；最后，如有兴趣和可能，
则阅读第二编各章，以充实自己的基础理论，以求能够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从事民法解释适用的实践
，能够熟练、正确地运用民法解释适用的各种方法和技术避免恣意的解释和方法的滥用。
对从事民法教学、理论研究的诸者，和民法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而言，最好是依照本书顺序阅读
，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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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慧星，男，1944年1月生，四川省青神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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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主任，民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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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近代民法学的形成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生了国家
与市民社会的彻底分离。
即以“家”为原形的各种各样的自立权力构成的传统政治社会解体，集中了一切政治要素的国家与作
为纯粹经济社会的市民社会彻底分离。
当然，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关于国家权力的“公”的观念，就已经开始与无关国家权力的“私”的领
域相分离。
但当时所谓“私”的领域，暂时仍然包含有政治的要素。
与公权力无关系的“私人”，享有“私权”。
该“私权”不限于纯粹经济关系所生的权利，政治的权利也包含在内。
换言之，尚水与前国家的良的旧权利或既得权切断关系。
但在法兰西革命之后。
在德意志也进行了一般的农民解放，破坏了既得权体系。
特别是，在帝室裁判所和帝国宫廷法院因帝国的瓦解而消灭后，此前对于权利受侵害的一切场合均给
予法律保护的裁判所的权限逐渐缩小，最终只对“市民相互间私的经济关系”提供法律保护。
例如，在普鲁士，依1842年5月11日的法律，完全否定裁判所关于行政处分合法性的审查权，就是这一
发展的结果。
于是，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之手，另一方面则市民社会从政治获得解放，成为纯粹的经济社会。
　　二、历史法学　　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于1814年发表《论立法及法律学的
现代使命》一文，反对蒂鲍特(Anton Friedfich Justus Thibaut 1772—1840)关于依自然法理念编纂全德统
一市民法典的提案，并于同年与爱因希霍恩(Karl Ffiedrich Eichhom l781—　　1854)共同创办《历史法
学杂志》，成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立者。
与自然法论者的主张相反，萨维尼认为，法不是可以依照立法者的意思任意创制的东西，恰似语言和
习俗，是依民族的确信而发展、成长起来的，是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发达基础上由作为民族法文化代表
者的法律家发展起来的。
由于法律的制定将阻碍有机的法发展，除必要或不得已，应极力避免。
当然，萨维尼也认为，于有机的法发展达到顶点之时，可以编纂法典，但现时对法的素材的体系的、
历史的研究尚不充分，且适合法典编纂的理论准备不足，因此，不能说法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成熟。
　　萨维尼认为只有依有机的发达的法律学所形成的法，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才不是恣意的，才可能以
真正适当的形式实现法统一。
这种情形，萨维尼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罗马法研究及日耳曼法研究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才和日耳曼
法研究者爱因希霍恩共同创办了《历史法学杂志》。
但萨维尼实际上同胡古一样，只研究古代罗马法。
在此之前，18世纪的历史主义，反对将罗马法的东西与德意志的东西混合的实定秩序固定化，要求在
强调德意志的国制独立性的基础上，解明罗马法的本来面目。
帝国的瓦解及个别国家进行的改革，造成身份制旧秩序的崩溃，从而，古代罗马法中作为市民社　会
的法(私法)的范型的积极意义得以发现。
如果说历史主义尽管　　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但与主张法的不变性的自然法论不同，乃注目于法的相
对性、可变性的正当化，则萨维尼通过罗马法的体系构筑以变革实定秩序的目标，与其历史主义的立
场并不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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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 青 年 法 学 文 库　　总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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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从事民法教学、理论研究的诸者，和民法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而言，最好是依照《民法解
释学》顺序阅读，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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