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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法学教材建设也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
在民商法学科，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组织编写出版的各种系列教材，不仅大大促进了民商法学科的教材
建设，而且也为法科学生学习民商法选用教材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民商法学理论也获
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宽度还是研究领域的深度，民商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都是有目共
睹的，也是令人欣喜的。
我国民商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也充分反映在我国民商法学科教材的建设之中。
进入本世纪以来出版的民商法学系列教材逐步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的一本民法教材贯穿全
部民法课程学习过程的状况，不仅出版了民商法学的系列教材，而且教材的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理
论深度也比过去大得多。
进而，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商法学教材建设也逐渐摆脱了80年代民法教材所具有的前苏俄民法学教
科书的影响，在构建我国科学的民商法学理论体系方面发挥着其他出版物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我与我过去的厦门大学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的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与厦门大学出
版社良好合作的结果。
自2000年陆续出版以来，多次重印，陆续再版，逐渐被多所高校法学院系采用，作为本科教学的教材
或教学参考书，有的还被选作硕士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参考书。
2007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评选中，本系列中的《民法总论
》和《商法》还被选定为规划教材。
这些对于我和我过去的同事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我们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厚爱，继续做好本系列教材的修订与再版工作，不断完善教材的内容和体系
，尽力为民商法教学提供一套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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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最新婚姻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收养法为依据，系统阐述我国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的发展历史、基
本原则、婚姻的成立、婚姻的一般效力、婚姻终止、父母子女关系、收养、监护、继承等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原理。
    本书的目的，始终在于法科学生、法律职业人员和其他有志者学习和理解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提供
该领域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国内的婚姻家庭和继承法的教材现有数十种版本。
本书的特色，一是合并了婚姻家庭和继承法两方面内容；二是按“通说”介绍和阐述观点的同时，注
意评析对同一问题的现存争议观点；三是吸收和反映该领域的最新立法、司法和研究成果，并在个别
章节上作了一定新尝试，发把反对家庭暴力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在国际上，外国婚姻家庭法在最近二十年间发展迅速，变化较大。
不过，本书有鉴于其中国法教材性质，并不多涉及外国法相关领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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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世界当代婚姻家庭与法律的最新发展从世界范围观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六十余年间
，人类的婚姻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妇女从事职业劳动，实现了经济自立，承担起对家
庭的经济供养责任；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并占居了绝对多数；离婚率持续升高；单亲
家庭成为常见家庭现象；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传统家庭的若干职能渐渐由国家
责任和社会保障所替代，家庭功能简化，婚姻、家庭在更大程度上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相联系。
特别是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大社会变革，社会空前地多样化了。
相应的，婚姻实践有所发展，家庭模式多样化了，既有传统的一对夫妻与其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有一
对再婚夫妻带着各自子女共同组成的家庭，既有非婚同居男女组成的家庭，也有同性同居者组成的家
庭，既有一个人的家庭，也有由若干亲友组成的家庭。
传统婚姻的地位有所变化；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则无下降，家庭仍承担着社会其他结构或模
式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人们不仅依赖家庭而成长为独立的社会成员，而且人类社会群体与家庭之间仍
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基本关系，社会是根据一个人与其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或以此为基本模式来建立
社会联系的。
婚姻家庭法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
（一）家庭暴力被明文禁止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权保护观念深入到私人生活领域，英国、美国
、加拿大等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将发生在家庭领域的暴力，与在公共生活中的暴力问题同等对待，
积极利用公权进行治理。
法律确认婚姻不是配偶一方违背另一方意愿实施攻击的“许可执照”，制订应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
法律，修订了既有相关法律，防治家庭暴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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