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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次，我妻荣《民法讲义》系列由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作为一名日本的民法学
者，同时作为接受过作者指导过的学生感到无比喜悦。
在这套不朽的名著的中文版即将面世之际，我想为中国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套书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
解说。
解说主要有四个部分，即：①这套书在日本民法学、特别是在教科书和体系书的历史中的定位；②这
套书在我妻民法学中的定位；③这套书的特色；④这套书与其后、特别是与战后的教科书和体系书之
间的关系。
日本民法典于1898年施行后，一开始主要以民法典起草人为中心撰写了一批“逐条释义”等解说性的
著作以及相关的体系性著作。
但是，仅仅经过十年之后，受德国法学影响的教科书和体系书的出版便开始盛行起来，日本民法学由
此进入了德国法学一边倒的时代。
北川善太郎教授将这个时代总结为“学说继受”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日本民法学者都在努
力用德国民法学的方法对受德国和法国、或者说更多地受法国影响的日本民法典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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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民法讲义》有以下几个特色：    ①除对现行法的解释外，还包括了丰富的“为真正的解释而应
该做什么”的内容；    ②“为真正的解释而应该做什么”的内容涉及面广、数量大；    ③研究成果与
法律解释结合密切，具体说就是在各卷的序言中都提出了该卷所设定的理想、指导原理，并以这些作
为解释原理（诚望各位读者仔细阅读各版序言）；    ④作为法解释本身，一是显示出在以往学术基础
上的稳健进步，二是在叙述上既平易近人又面面俱到且一览无余，整体上富有平衡感，三是结论符合
常理。
    这套《民法讲义》初版是作为教科书撰写的，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出版了四卷。
按出版年的顺序排列分别是，《物权法》（1932年）、《民法总则》（1933年）、《担保物权法》
（1936年）、《债权总论》（1940年）。
二战后出版了《债权各论》四卷，即《上卷》（1954年）、《中卷1》（1957年）、《中卷2》（1962
年）、《下卷1》（1972年）。
遗憾的是，这套书因缺少《侵权行为》、《亲族法》、《继承法》（尽管我妻曾经以其他形式出版过
这些方面的著作，但不属于这一系列）而最终没有完整地完成这一系列。
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妻突然过世（1973年）。
这套书先出版的四卷，在出版后曾经做过一次“改版”，其后又以“新订”为名做过一次真正的改版
。
但是，我妻对后一次改版只完成了《物权法》以外的三卷，即1939年、1940年、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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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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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法的法源第一 民法的存在形式民法是私法关系的一般法，已如前述，这种民法的存在形式
称为民法的法源。
日本民法的法源由以下四类构成：（A）收人民法典中的，一般称为民法的成文法，即前述形式意义
上的民法；（B）这种民法以外的成文的特别民法；（c）习惯民法；（D）判例民法。
前二者是以文字出现的成文法，后二者是无文的法，即不成文法。
关于它们分别作为法源的价值基础或其他根据是什么的问题，鉴于其最终是与“法律是什么？
”这一根本问题相关的法哲学上的中心问题，因而不适于在民法总则的序论中探讨。
这里，只想对上述四个法源，在民法入门时大致应当具备的认识作一下说明。
还有，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日本民法采取的是成文法主义。
民法的法源，如上所述，虽然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但毫无疑问，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形式意义上的民
法。
当然，民法未必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并被收入法典中。
现在的英国及美国的许多州就没有民法典，其民法专门以判例法为框架而构成。
它们可被称为不成文法主义的国家。
与此相反，在欧洲大陆，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由于国家中央权力的强大与自然法论的隆盛，民法
典的编纂迎来了盛大的勃兴，大民法典被不断编纂出来。
并且，在这些产物中，1804年法国的《拿破仑法典》（以下引用其条文时将其简称为“法民”），今
天仍然有效，1896年编纂的德国民法典（以下引用其条文时将其简称为“德民”）及1907年的瑞士民
法典（以下引用其条文时将其简称为“瑞民”），都是今天具有代表性的大民法典。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些民法典在法思想史上的地位，那么可以说，法国民法典是18世纪个人主义的法
思想的结晶，德国民法典作为对19世纪的总结，则显示了个人主义思想的烂熟。
随后的日本民法典，虽然也与以上民法典具有相同的思想，但更接近于后者。
与此相对，20世纪初的瑞士民法典与法国、日本、德国这三个民法典相比，则在个人主义思想中显示
出了社会本位思想已出现萌芽的情况。
本书将根据需要引用这些国家的民法典。
最后，成文法主义与不成文法主义相比较，成文法主义具有法律内容明确、一国内的法律统一完善的
长处，同时也具有法律内容僵化、稍稍落后于社会现实变迁的短处。
不成文法主义则具有恰恰与之相反的长处和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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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妻荣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民法学家，他撰写的这一套民法学教材直至今天在日本仍然是法学教学领域
非常畅销的书籍。
日本民法施行一百多年来，许多地方做了修改，民法学理论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但先生著作的基本
内容却没有过时，他用发展的观点阐释民法学的原理，使之具有生命的活力，他对私法公法关系、对
由自由与平等的原理支配的身份和财产关系以及民法与商法的关系等的论述使读者了解到民法的运动
与发展。
他对民法亲属、继承问题的论述，对民法财产关系中具体体现近代法思想的自由平等原理的个人财产
权的绝对、个人意思的自治(契约的自由)、过失责任三原则的作用和变化的论述，对资本主义性的一
部分人富裕的不合理结果等的批判，使读者了解到，民法也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正。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读到书中那些精辟的论述，倍感亲切，受益匪浅。
对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民法学著作，译者做任何“解说”都是多余的，读者完全可以直接从它的内容
当中学习到准确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
本书的翻译，译者坚持明白的就不造新词的原则，即使是现代汉语中已有定译的词，如果日语的表述
比较适当，就使用日语中原有的汉语词。
例如，现代汉语中的“原物、孳息”和日语中的“原物、果实”，指的是同一对概念。
译者认为后者更加通俗易懂，所以仍然使用“原物、果实”这两个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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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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