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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内容概要

《生活在民法中(第2版)》内容简介：民众之争端，公权与私权、私权与私权之冲突，系社会发展中常
存之现象。对此之解决，或以压制赢得暂时平静，或以强调冲突而使秩序更为混乱。当此，正义与正
义感、程序与程序理念、权利救济与权利意识，意义凸显。这些建制与观念，是对构建社会秩序的共
识。这种共识愈多，社会秩序之建设便愈和谐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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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作者简介

梁慧星，我国著名民法学家。1944年出生在抗战大后方的川西岷江之滨。1962年毕业于青神县中学
。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1968年起在云南省昆明市农用轴承厂工作，先后担任过劳资干事、工
会宣传士事。1978年，得到西南政法学院张序九教授和云南大学屈野教授的辅导，考取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家福教授。1981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留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从事民法学研究。1983年担任助理研究员；1985年担任法学研
究杂志副主编；1988年普升研究员，担任民法研究室主任。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称员。1993年担任民法学博士生指导教师。1999年担任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我国《民法典》起草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经济
法的理论问题》、《民法》、《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民
法学民法债权》、《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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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法律观念和私有财产的保护  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的规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制的几个法律观念第二编  民法典  民法典起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三编  物权法  物权法草案的几个
问题  《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的若干问题  物权法基本条文讲解  物权法的若干问题第四编  裁判
的方法与法律思维  法官怎样裁判案件  怎样进行法律思维第五编  答学生问  民法学习与民法典起草的
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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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章节摘录

有一个权威来表态，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下定决心，这就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们回顾一下，小平
同志为什么跑到南方去讲话，他为什么不在首都北京讲话，不在我们的老工业基地东北讲话？当时觉
得有点奇怪。现在想来，到那里讲话很难讲，底下坐的都是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这些地方党和政府
的领导人都是大国有企业的厂长什么的，在那里讲话，说什么发展私营经济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呀，不要再谈论“姓社、姓资”呀，很难讲，气氛不对。那时，南方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如深圳
，私有经济已经很发达，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思想已经比较灵活、比较开放，对为什么要发展私营经济
，发展市场经济，已经有所认识，人民群众已经从发展私营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利
益，容易与小平同志的讲话产生共鸣。可见，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讲话，不在东北、西北讲话，而是到
广东深圳讲话，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中间有大智慧在。但小平同志的讲话也不是立刻传达，是过了一
段时间以后才传达，才贯彻的。讲话的要点，一是说“姓社、姓资”问题不要再争论了。因为“姓社
、姓资”再讨论下去会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导致思想混乱，会使我们国家在方针政策上受到影响
。在那种情况下，不要在“姓社、姓资”问题上再纠缠下去。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
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此时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我们看到私营企业雇工几十人、几百
人甚至上万人，不要担惊受怕，不要担心社会性质改变，不要产生敌对情绪。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
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见，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方向，解决了中国
的经济体制。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首先是要求修改关于经济体制的规定。可见，宪法1993年的修
改，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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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学家的讲演，强调秩序与和谐、自由与权利、公平与正义，其理念之创新，精神之卓越，或使民主
更趋进步，或促社会更尊民权，其意义在于国家更显强盛，人民更为幸福。本社推出此“法学家讲演
录”，殷殷之情，端在于增进建设社会秩序之共识，端在于为和谐发展增利器，为建制助其力。当此
，我们也向勇敢且智慧的法学家致敬，向年轻的法律人致敬，向关心民主法治的公民致敬。这一群作
者和读者，是此社会中的理性发光体。　　——法学家讲演录 Voice of Jurists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记载
了作者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所作讲演的一些精彩内容，也记裁了作者近几年在民法理论研究、民事立法
、民法学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的一些心得。对于法学研究人员、法学院校学生、法律实务工作者，通过
此书，您可以更多地了解作者民法学思想的脉络，能更好地掌握民法学的学习方法，更可以看到一位
民法学者的执著和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出版者物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物权观念最重
要的是体现在排除他人的干涉。房屋大门之外，是公权力活动的范围，房屋大门之内是私权利的活动
空间。法官在裁判实践中，如果能够正确认识法律的规范性、社会性、逻辑性、概念性、目的性、正
义性等在裁判案件中的重要意义，正确掌握和运用各种裁判的方法，就一定能够在各类案件的裁判中
，实践法律正义，并促进社会的和谐。　　——梁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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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编辑推荐

《生活在民法中(第2版)》编辑推荐：法学家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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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民法中》

精彩短评

1、不光光是演讲集,有其他非常多的内容,法官裁判案件相关的内容读后让人感触很深!
2、生活在民法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依法治国把坚
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
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
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
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重要标志。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
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3、里面都是梁教授给法官做法制讲座的内容，看这本书相当于听大师演讲，收益颇深
4、尽管这本书写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很多在物权法最终稿中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梁老师的法治精神还有一代民法巨匠的抱负
5、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法学专业人士阅读的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强
6、比书店便宜。值
7、好书，真的是我们法律人值得去看的书
8、大家的书值得一看
9、该书娓娓道来，滋润法律学人的心，在无形中长见识，增加民法学知识的厚度。
10、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个法律人读得书。
11、深化
12、拜读后知道民法与我们生活的紧密联系，和对生活中问题用民法分析，很有启发！
13、比较粗浅，适合为兴趣读书。
14、口味合适
15、值得一读。
16、最后一篇文章 关于合同法第51条的争议  还在垂死挣扎
17、内容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18、书按时候收到，质量不错。内容没得说，大家之作
19、梁老师的书适合爱好法学的特别是民法学的人“悦读”
20、跟同一个系列的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相比，页数比法多，质量轻很多，页的质量不好，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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