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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人文精神》

前言

　　为编辑本书，我花不少时间整理出了自己学术生活史上有过的所有讲座的清单（见本书附录二）
，发现自己从1986年始凡22年，在全国6个大区、国外两个大洲、5个国家的64所高校、法律机构、社
会团体和其他性质的机构举办过120场讲座（其中使用外语的有13场），讲过约66个主题，换言之，小
一半的场子是重复讲授，重复率不算高。这些讲题法学的居多，但也有法学以外的，例如，我在正规
法学院的处女讲《政法院校概览》和在意大利外国学生中心所做的“谋食讲”《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
意文化交流》就是如此。处女讲诞生于1989年后我的“悬浮”状态，从北京漂回武汉，据说教书的资
格都是可以质疑的，但当时中南政法学院的领导顶住了这种质疑，我得以平生第一次走上大学的讲台
，战战兢兢教《合同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欢迎之余还要我开讲座，我不敢过分张扬讲法学题目
，遂利用我蹲过的高校较多的优势给同学们介绍全国的政法院校，尤其是北京的此等院校作为考研的
指南。我的“第一次”就这样用完了，用得不怎么是地方。“谋食讲”诞生于2005年冬奇冷的罗马，
我刚从比萨完成重译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任务回到这里。由于改用欧元物价大涨，我带的按过去
标准绰绰有余的外汇显得不足，而且我下一站要去罗马尼亚，必须为这一站留一点钱。于是，薛军帮
我住进意大利外国学生中心的免费房间，条件是做一个讲座。于是，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开讲前结束，
在薛军的协助下写成了这个讲座稿并宣讲之，得到了“很精彩”的评价。我得到的回报是在这个中心
免费吃住了一个星期，故以“谋食讲”名匕述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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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人文精神》

内容概要

《民法的人文精神》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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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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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国栋，别号东海闲人。196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从1978年至今，获西南政法学院学士学位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历任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访问学者、
江西大学法律系助教、中南政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
授、罗马法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经历丰富、兴趣广泛，喜参加
国际会议、游泳、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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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人文精神》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新人文主义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人身关系的三维透视认真地寻找丢
失的人格论失权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身份－两种社会组织方式纵谈民法帝国主义——民法到底是
什么？民法是私法吗？第二编 民法与伦理学前沿《绿色民法典草案》与现代性民法典如何实现绿色理
念？对体外受精胚胎的法律地位的比较法考察——财产、私生活利益还是人？第三编 罗马法与现代取
得时效制度在人身法和公法上的适用古希腊哲学对罗马法技术和内容的影响自然法与退化论——对1.2
，1，11后部的破译和对一种研究方法的介绍《法国民法典》模式的传播与变形——纪念《法国民法典
》颁布200周年附录附录一 E时代的P方法附录二 作者历年讲座清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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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人文精神》

章节摘录

　　第一编　新人文主义　　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　　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中心的
领导、专家邀请我来做这个学术报告，因为这里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地方，在这里听的人不足200人，但
是过几天可能天下的网民就会看到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所以这个讲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能够让我在
这里讲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让我感到人大一种宽大的胸怀，因为在治学方面，坦率地讲，我的一些
观点和人大曾有过的商品经济的民法观学派是有一些不一致的，但是人大学派并不因为这一点而排斥
我，所以能够让我在这里发表我的一些可能与各位老师不一致的观点，这是有肚量的，所以我表示非
常的感谢。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这个题目
的源起也来自这里的讲座。梁慧星教授在《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发表了“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3
条思路”一文，是梁老师在今年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座，详细介绍了“松散式”、“理想
式”和“现实式”3种起草中国民法典的思路，我的一些想法很荣幸地被当做“理想主义思路”的设
计方案得到介绍，这对宣传我的观点起了重大作用，我十分感谢。其中有些意见和我的不同，所以我
就有感而发，在今年4月山东大学邀请我讲学，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把这篇文章给大家
介绍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尽情地批评。

Page 6



《民法的人文精神》

编辑推荐

　　讲座和讲课都是运用学问的谋生工具，但两者不同。讲课在自家地盘进行，按课时费支付低酬，
讲座在兄弟院校进行，按非常标准付酬。讲课是创造少或没有，传授他人的观点而已，讲座是“浓缩
鱼肝油”，创造性强，自己的东西多或占全部。讲座的好坏看两头。在“前”，要有一篇论文，其内
容与讲座内容构成“一桶水”和“一碗水”的比例，而且在多数情形是未发表过的。在“后”，是在
笔记方面累死听讲者或录音整理者。如果听讲者带着一个空白本子来，只带几个字或顶多一张纸的笔
记回去，尽管曾笑得东倒西歪，那还是砸了锅。　　——徐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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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人文精神》

精彩短评

1、老徐的民法总是显得与众不同
2、人格的含義
3、难得，我确实要多看点专业书了！囫囵吞枣，其实也不是很明白书里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也不甚
明白这些争论究竟意义何在。。。。。
4、不是我的那杯茶～
5、写得相当不错，文字最大的特点是口语化程度高，看了真像现场听讲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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