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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见，21世纪必将是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
然而，倘无一种良好适当的法学教育制度据以培养一批批合格的法律人才，人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法治
建设如何能够取得巨大进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制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每年都有众多法学院系培养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走向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人员
等各行各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所在部门的业务骨干，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作为一名在法学教育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我为这些成绩由衷地高兴。
可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制度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非常严
重。
我在这里并不对中国整体的法学教育制度发表评论，只想谈谈对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一点意见。
首先，我国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迄今尚未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们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究竟是发给那些花费四年宝贵青春的莘莘学子以一纸进入法律职业的
许可证，还是使他们养成在未来职业中必备的常识、认识社会的原则以及作为法律职业都应有的良知
？
究竞是应当培养出精通某一门或几门法律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还是具有一般性法律知识并养成法律
活动者应有的良好法律思维的法学通才？
我认为，法学本科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律基础人才，即那些具备社会生活常识以及法律职业基本素质的
法律人，就法律职业基本素质而言，作为法律人必须具备的是这样几方面的能力：第一，扎实地掌握
了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则以及法律制度，并清晰地了解这些概念、规则及制度背后的理念与价值
；第二，明晰现行法律体系的框架与结构以及司法救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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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的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之一，包括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
两部分内容，共分十七章。
本书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依据，吸收了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司
法实务，根据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规律，系统阐述了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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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当指出的是，婚姻家庭的一般概念和法律概念并不矛盾，两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前者是就社会关系角度而言的，为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适用；后者是就法律关系角度而
言的，适用于法学领域。
二、婚姻家庭的属性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但它又是以两
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
因此，我们应当对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是指婚姻家庭关系赖以存在的自然因素。
婚姻家庭关系为社会关系，但其又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其不同点就体现在婚姻家庭有其本身固有的
自然属性。
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和人类的性本能，是婚姻的生理学上的基础；通过生育繁衍而形成的血缘关系，
是家庭这一亲属团体在生物学上的特点。
如果没有这种自然因素，婚姻家庭便无从产生，也不可能实现其特殊的社会职能。
因此，婚姻家庭立法不能无视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违背自然规律的要求。
例如，关于法定婚龄的确定必须考虑人的生理发育程度；有关禁止近亲结婚的亲属范围的规定，必须
考虑到“近亲结婚，其生不蕃”的生物学规律。
同时，以缺乏性行为能力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以出生的事实作为确定亲子关系的依据等，都是同婚
姻家庭的自然属性密切相关的。
（二）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是指社会制度赋予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属性。
婚姻家庭关系虽以自然属性作为存在基础，但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而非自然关系。
作为自然因素的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普遍存在于一切高等动物界，但婚姻家庭却是人类社会特有的
社会关系。
从历史上看，婚姻家庭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
婚姻家庭的社会职能，婚姻家庭制度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婚姻家庭制度类型的演变，婚姻家庭法在
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婚姻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婚姻家庭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等，都不是其自然属性所能解释的，只有从社会属性
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因此，不能片面夸大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作用，也不能将这两种属性并列起来，置于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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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发学本科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律基本人才，即那些具备社会生活常识以及法律职业基本要素
的法律人。
”　　——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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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第2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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