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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立新演讲录：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是作者十几年来民法学研究成果口头表达的集锦，作者
从十年左右时间积累下来的演讲稿中遴选出21篇最具代表性的稿子，整理成此书，充分展现作者与学
生、实务界人士等之间的学术思想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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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一九五二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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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民法帝国”的梦想与老一代民法学家的光荣　　――“民法帝国”就是私法的帝国，私法
的帝国就是权利的帝国。
在“民法帝国”中，私权本位，私权平等，私权至上，私权的地位高于一切，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
，相互尊重的就是权利，相互应当做到的就是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国民法的法典化与中国民法典的开放性　　――制定21世纪的民法典应当走开放的道路，而不
应该越来越封闭。
理由是民法典的法典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经过了2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当初法
典化初期那个时期的样子了，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
　　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　　――从物格的角度来把物加以类型化，即把物分成几个不同的格，
从而把那些有生命的物放到民法对物的最高保护地位，让民法对它们作出一些特殊的规定，防止人们
滥用对物的所有权，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的非法损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动物。
　　人体变异物的物权规则研究　　――物格其实就是对物的类型化，把对物的认识以及规制方法进
行类型化，以适应今天的科技发展水平，把物分为不同的格，分为不同的类型，明确这个物在民法中
的地位，然后再研究人对它支配的限度和规则，并且明确对它的保护方法。
　　中国民法中的人与物　　――由于整个社会对人格尊严的价值的提升，对人格权在保护人的尊严
和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加强，以及对人的基本价值和平等地位的普遍重视，因而中国民法更为重视
民事主体中的弱势群体的人格地位以及权利保护，侧重于研究对连体人、植物人以及老年人等非正常
人群的民法保护。
　　中国民法典起草中的一些热点问题　　――公平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
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指导我们审判工作的最抽象也是最具体的原则，也是指导我们法官的法律意识
的原则。
把那些不是基本原则的东西放到民法总则当中，作为基本原则，会损害我们的审判工作和司法活动。
第二编　　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展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把15年中所遇到的问题从总体
上加以解决，这是对新中国人身权司法保护的一个总结性的、飞跃性的法律文件，它把新中国人身权
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因此，说它是新中国人身权司法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梅因时代强调“从身份到契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今天，
在身份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之后，还应当有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中国名誉权的“膨胀”与“瘦身”　　——历史已经从80年代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走到了今
天，走过了将近20年，现在，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在新闻批评和人格权保护、名誉
权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寻求更加协调的路径。
　　应当区分学术批评中诽谤与尖刻评论之间的界限　　――社会需要和风细雨的批评，也需要疾风
暴雨的批评；需要温和的批评，也需要尖刻的、一针见血的批评。
在我国现实中，大概更缺少的是那些疾风暴雨式的、尖刻的批评。
　　《霍元甲》VS“馒头血案”：透视最新影视纷争　　――在历史文学作品创作上，也要给作家一
个更宽松的空间，让他们在历史的素材当中发挥他的想象力，去创造出来更多、更吸引人的作品。
我们现在每天看到那么多的历史电视剧，难道都是完全真实的，一点虚构成份都没有吗？
　　新闻媒体如何避免侵权责任　　――假如说新闻媒体仅仅报道现在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
不行使新闻批评权利的话，那么新闻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没有战斗力的。
新闻更多的是要干预生活，批评生活，引导生活向更美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才是新闻。
所以，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一个最基本的权利。
　　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闭幕词　　――经过专家学者和全国人民十余年
辛勤汗水浇灌的《物权法草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是将改革
开放胜利成果法律化、制度化的一部成功的法律草案。
相信《物权法草案》经过审议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以后，它会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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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现行土地权利制度批判　　――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来建立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实践
证明是不成功的；到现在，我们还是想在现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想让它能做得更好，也还是不大现
实。
第三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百年历史回顾　　――在人类正在告别20世纪即将进入21世纪这样的历
史时刻，全面研究20世纪的中国侵权行为法的100年历史，并对21世纪的中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进行展
望，对于全面发展中国的侵权行为法及其侵权行为法学，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化与类型化　　――我们制定中国侵权行为法，有大陆法系的良好基础，再
把英美法系当中好的东西借鉴过来，还要把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进去，这样的
侵权行为法应当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
　　有关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个法官的价值，可以体现在他审判了多少、多少
的案件上面；可是，如果一个法官不仅办了多少案件，解决了多少纠纷，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创造出了
具有创新价值的典型案例，则是更为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尽管这位法官在法律史上不会留下自己名字，但是你创造的那个判例则可以永垂青史，成为法
律的经典。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突出人的价值、突出人的地位，就是要更好
地保护这些权利，救济这些权利的损害，以保护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地位。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立足于这一立场，凸现民事司法的人文主义立场，全面保护人的权利，救济人
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损害，体现了民法的人文主义关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的司法解释一道，成为新中国人格权司法保护中的最重要的两个司法文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侵权行为法理论体系的重新构造　　――提出这个体系的思路，主要是将大陆法系侵权行为
法立法的一般化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和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类型化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结合起来，
构成一个类似于《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体系那种的侵权行为法的理论体系，将英美法的侵
权行为法体系融入到我国的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理论体系当中。
第四编　　我是怎样学习法律的　　――对一件事物的恒心，来源于对这件事物的兴趣和信念。
如果你对这件事物真正地感兴趣，把它作为自己毕生要坚持的信念，你就会对它持之以恒，而决不会
半途而废。
我对民法的研究和学习就是有这样的信念。
　　法学院学生怎样写作毕业论文　　――绕了很大的圈子才说主题，我们通常说这种毛病叫做“皮
厚”，就像吃肉包子，咬一口，不见肉，再咬一口，还不见肉，那就不是包子了，而是馒头了。
对肉包子而言，肉馅就是主题，咬一口就要见到主题，这就是对法学论文主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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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提交给会议的稿子上，我介绍了中国人格权发展的基本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民法起草的时候，从民法草案的第1稿到第4稿，一直到正式的《民法通则》，
都规定了名誉权这一概念。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对名誉权寄托了太多的期望，名誉权也就担负了我们更多的期待和期望。
自《民法通则》规定名誉权以后，它本身的内容就是很膨胀的，超出了名誉权本身的应有含义。
我们从立法的条文中就可以看到，在名誉权的条文中写入了人格尊严这样的概念。
而从大陆法系的立场上看，人格尊严这一概念应当是一般人格权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民法通则》通过的时候，在规定名誉权这一概念的时候，实际上
它就包含了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容。
这是中国名誉权膨胀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的规定中没有规定隐私权，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当中，解释者觉得隐私权还是需要保护的，于是司法解释就把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强加给了名
誉权。
　　第三个原因，就是名誉权本身包含了信用权的内容。
在我们的民法体系当中，当时没有使用信用权这个概念。
在解释名誉权概念时，我们就把信用权概念的内容吸收在了名誉权当中，侵害信用权就是侵害名誉权
。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中国的名誉权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在《民法通则》实行之初，所包含的内容
超出了这个权利本身应当包含的内容。
名誉权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差不多起到了一般人格权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名誉权的概念同美国隐私权具有差不多的性质，就是说，它可以包含很多权利内
容在内，使它比较膨胀，差不多相当于一种母权利。
　　这就是我介绍的名誉权膨胀的过程和膨胀的三个原因，以及名誉权膨胀的相应后果。
　　从《民法通则》公布实施以后，名誉权这一概念通过立法成为一个正式的权利。
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它解决了很多在立法时候没有想到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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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为作者十几年来民法学研究成果口头表达的集锦，作者从十年左右时间积累
下来的演讲稿中遴选出21篇最具代表性的稿子，整理成此书，充分展现作者与学生、实务界人士等之
间的学术思想的交流。
《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编为民法典编纂的问题，第二编为人格权的有关问题
，第三编为侵权行为法的立法问题，第四编为怎样学习法律和撰写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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