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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性质民法实践之间对应关系研究

王摇 斌摇 林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民法性质与民法实践之间有着多方面的相互反映关系,民法的性质在民法的实践中势必得到全面的展示,而
民法的实践带有深刻的民法性质的烙印。 民法的生活性与民法的开放实践、民法的自治性与民法的灵活实践、民法的自然性

与民法的自主实践、民法的原始性与民法的情感实践、民法的整体性与民法的综合实践之间都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相互对

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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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任何法律都必须是实践的,但法律实践的特点

与法律性质之间又有着特别的相互反映关系。 所以

探索民法实践的特点也就离不开对民法性质的了

解。 相对于讲究罪刑法定、“硬冶性十足的刑法,民
法则更体现出其开放自由、柔软自如的一面;相对于

被政治性提升的宪法,民法则是更中性自然的;相对

于较多地被“国家意志冶所拟制的行政法、经济法,
民法则更多地体现出民族性与民间性的生活气息。
因此,民法有着对比其它法律不一样的实践特点。

民法的性质是多方面的,民法作为一种历史,它
积淀着民族的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产物,它代表事物

的自然性质;作为人们的行为规则,它必然是“民冶
之法。 那与之对应的民法实践也是多方面的,有民

法理论创造、民法概念的解释、民法案件的审理、民
法社会关系的维护、与民法相关司法制度的完善等。
因此,民法的性质与民法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

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命题。

一摇 生活的民法与开放的实践

民法首先是一种生活法,作为最直接来源于社

会生活、最靠近社会生活、最直观反映社会生活的民

法,其本质中的社会本源性、规则形态中的自放性、
规则内容中的自由性、观念中的自治性,以及涉及面

的广泛性、政治形态的中立性、历史积淀的悠久性、
内在实质上的民族性与民间性等,都是其他法所不

能比拟的。 这也就定了民法实践的自由度(非预定

性)和任意度(非强制性)。 总之,民法最能贴近社

会,最能体现社会,由此也就最有实践活力。 由此可

以说民法的实践是最具开放性的。 民法的实践开放

性活力不但体现在其自身领域,而且也扩展到其他

法律领域,如宪政与法理意义上的平等观、权利观、
人性观、理性观等往往也来自于民法的世俗性本色

或依托于民法的利益性根基。 所以,民法有着最开

放化的实践,这不但让它完善着其自身,也使它能在

推动法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排

头兵的作用。
历史上,以民法为主体的古罗马法,首先展示并

演绎出法律的实践性,也就是通过法官的智慧把相

对的、个别的事例提升为普适的法律规范,对此埃利

希总结道:“法学家的最初课题是将社会性的法律

(thesociallaw)提升为审判规范( normsfordecision),
并进而发现能解决法律纠纷的审判规范。冶 [1]57在欧

洲中世纪的教皇革命时期,民商法在法律改革运动

中也是打头阵的,因为那时的法律革命无非是向

“世俗界冶 ( saeculum)的靠拢,在教会法方面,婚姻

法、继承法、财产法、契约法的问世成为法律革命的

主要成果;世俗法方面,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的兴起

为西方新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启蒙时期,民法也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中唱主角,15
至 16 世纪诞生的人文学派虽在指导思想上是相对

“高层冶的个性解放、理性发展以及平等观和权利观



等,但它的具体内容与研究方法最终还是落实到了

民法身上[1]271。 近现代以来,打破概念法学的统治、
弘扬法律活力的自由法学的兴起,也大都建立在对

民法案件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利益平衡、法律

解释、漏洞补充、目的扩张、类推适用等,成了民法的

新实践手法,也成了法律的实践新法[3]。
在理论创造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民法激化了

思想家的开放思维,也成了法学家论述法律实践的

基础。 所以,黑格尔建立伦理王国的理念“实践冶的
逻辑起点也就是从物、个人所有权等概念开始的。
如果说黑格尔的“实践冶还在理念世界的话,那么描

述现实世界法律实践的诸多名著也是以民法为主

的,典型的如萨维尼的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

命》、埃利希的《法社会学原理》、霍姆斯的《普通

法》、贝勒斯的《法律原则》等。 中国学者苏力所著

的法社会学名著《送法下乡》中所举实例也多是民

法案件。 也正因为如此,埃利希会认为只有民商法

才是 “ 活 法 冶 意 义 上 “ 真 正 的 法 冶 ( daswirkli鄄
cheRecht) [4]432。 法学史上,也正是民法首先让人感

觉到法律实践的丰富多彩以及法律概念内涵的无穷

奥妙,如哈特正是根据民法的特点打破了奥斯汀关

于“法律是强制性命令冶的定义[5],由此把“法律的

概念冶带入开放的境界。
在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中,生活化的民法展现

出了其强大的法律历史创造力,如英国历史上出现

的、最具实践灵动性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主要就是在

审判土地和其它财产所有权案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首先是普通法在自我的范围内不能赶上民法生

活的脚步时,衡平法应运而生。 生活化的民事实践

不但丰富了法律本身的内容,而且推动了司法制度

的进展和法院体系的完善,不但维持了法律理性与

技能的纯正性,而且保证法律人抵御了政治势力的

侵扰的能力[6]。 在当今中国民法的实践正在创造

着中国的法律制度,近几年来中国评选的优秀法官

大都以审理民事案件而闻名。 他们 /她们在审理继

承、抚养、邻里、婚姻及其财产案件时,不只是在简单

地办案,更是在走进社会、贴近生活,他们所适用的

很多民法,与其说是来自于有字的法典,还不如说是

出自于民间坊间和日常经验。 他们 /她们不但是在

完成法定任务,也是在修复着社会关系。 所以,生活

的民法与开放的实践是最能相得益彰的。

二摇 自由的民法与灵活的实践

民法是“自由(自治)法冶,按规范的特性来说就

是任意性规则较多,民法倡导“法不限制即可为冶的

原则,法律制定者实际上给作为生活性规则的民法

留下了极大的自由空间。 自由的民法也决定了民法

实践有其它法律实践不可比拟的灵活性与灵动性,
民法对生活的要求有着极快的反映速度,对社会变

化有着极大的敏感度。 如团体性活动一经出现,人
们就马上发现了“法人冶;自动售货机的使用又让人

们很快想到了“事实合同冶;情感的需要又立刻催生

了“亲热权冶的诞生等。
民法的灵活与灵动首先体现在立法上。 虽然制

定大型民法典是法律人最热衷于干的事。 但看似完

备的民法典不会也不可能窒息人们的想象力和民法

的发散力,因为民法典背后的场景太丰富了:有制定

法与习惯法之间的配合、有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

合作、有判例法与成文法之间的互补;还有总则与分

则、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则的组

合;更有法律制定与法律补充和法律修正之间的搭

配等。 民法实践如此丰富以致于形成了王泽鉴所概

括的“多层次、复杂的法律适用关系冶 [7]178。 所以,
每一民事关系都有“共通事项冶与“特殊事项冶之分,
有“法定的规定冶与“非法定规定冶之别;每一民事案

件也都有“正式渊源冶与“非正式渊源冶可资利用;每
一民法概念都由一般规定、特殊规定、一般原则这样

的“法律网冶所包裹着。
因此,民法是灵活且灵动的,也是复杂与多变

的。 民法的实践实乃是对法律人的想象力的考验,
如讲到什么是财产,金钱、物品等自然是财产,而有

些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把知识、文凭、智力、官职等也

归为财产之列,这就不但发展了民法概念本身,也为

社会文明进步增添了光彩。 再比如,讲到什么是婚

后共同财产,一些有创意的法官又把配偶一方从事

家务劳动看作是一种间接贡献而纳入财产部分,这
也是有新意并包含着民法公平观念的实践创造。 因

此,在民法实践中,法律人必须对社会有着异常敏感

的反映力和应变力。 这要求法律人有着灵活的武

器:在规则遵从与原则适用之间作出适当的判断、平
衡与选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实践中任何有

创意的灵活发挥,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新的成形规

则,更重要的是灵活方法的启示。
民法的灵活实践改变的不仅是民法本身,而且

有法律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很多优秀法官在

审判民法案件时,其手段的多变性、方式方法的社会

亲近性、处理结果的社会满足性等,无不让人看到民

法实践手段的灵活多变与视野的开拓。 如有的法官

“摇身一变冶成了“妈妈法官冶、“女儿法官冶、“大姐

法官冶。 有的把田间地头、街坊社区变成了法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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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审判变成了劝慰,有的把案子的了结变成了亲

情的回归,有的把铁面的法律工作变成了拉家常,有
的把服法变成了服理等[8]。 总之,自由与自治的民

法需要灵活多样的民法实践,这种实践又创造并诠

释着自由与自治的民法。

三摇 自然的民法与自主的实践

民法又是一种“自然法冶,因为民法是法律人对

社会生活自然、“无污染冶地调节的结果,也就是说

民法有着其最直接、最直通的社会起源,是对社会关

系、社会现象最尊重本源的总结、表达与规则。 恩格

斯对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实际上是针对民商法)有

一段著名的描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
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

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

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这个规则首先表现

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冶 [9] 恩格斯阐述的原理实

际上说明了民事性法律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对社会本

身“自然冶性的尊重,以及在这个尊重中法律所展现

着的“自然冶天性。 所以,恩格斯无非是在告诉我们

民法总是“自然冶而来、“自主冶而行。 而拉德布鲁赫

对近代德国民法的形成也有类似的阐述:“罗马法

在 1450—1550 年之间开始蹑手蹑脚地潜入了德国,
以至于德意志法律史上这个影响最为深远的前奏,
几乎在完全没有被当时的人觉察的情况下得以实

现。 而且如果我们要把这种历史过程的自然力量以

一系列的有界限的原因加以分离的话,那我们就会

有意识地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可解答的神秘遗物的遗

腹子。冶 [10]58诚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当人们不尊重民

法的“自然力量冶时,就会有后遗症,即民法就会丢

失其自主性。 如当罗马法学家忙于编撰《国法大

全》、《法学阶梯》等之际,也恰恰是罗马法创造活力

衰落之时;当潘德克顿法学最为兴旺之时,又是“活
性冶民法最为暗淡之际。

民法的自然特点不但决定了人们创造、利用民

法必须尊重其自然的标准、根据与特性,更对法律人

把握、理解民法的实践能力提出了独特的要求,如萨

维尼针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所说的那样:“法学家

必须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此即历史素养,以确

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
在事务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

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冶 [11]37萨

维尼所强调的立法来源于民族精神(spirtofnational)
的观点实际上是希望法学家对民法所依赖的“真实

而自然的关系冶有“系统眼光冶。 萨氏的历史观决定

了他看到了民法是以自然形态存在的,即是以习惯

法、民间法以及其它民规、民俗、民约形式存在的这

样一些事实。 但萨氏也说明了尊重民法的自然性不

是被动的,这反过来要求民法实践者必须具有独特

的自主性“系统眼光冶。
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民法未必总是能以不

成形的习惯法这样的“自然冶形式出现,如韦伯所说

法律的形式理性意义上的系统化和理性化趋势不可

避免。 但即便是在这个前提下,民法的“自然冶色彩

也还是存在的,韦伯就论证到形式的逻辑操作也不

能成为法律实践的主角,因为此时“交往的可靠性冶
的企业需要和“流通的利益冶的经济因素以及“良好

的交往习俗冶成了另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关系冶。 虽

然这种现代化的社会自然决定了人们不能再只诉诸

传统习惯来解决民事经济纠纷,但新的实质正义要

求又让民法遵循着一种“迎合着巨大的利益冶的“自
然冶规则,这一定会让法律实践者“感到自己是准则

的阐释者和应用者,而不是准则的‘创造者爷。冶 [12]364

埃利希对现代商法形成过程的描述也印证了同样的

原理,他说:“现代商法中的契约法并不是从《国法

大全》中提取的,也不是它的创造者苦心沉思的产

物:商事法律和商事法典就买卖、委托代理、货物运

输、保险、运费和银行交易所规定的内容,通常在任

何地方被人们所实行。 这种现象在该领域比在其它

领域更少与缺乏对事物之现实的感觉和理解联系在

一起,而更多地与(被观察的)对象本身及其迅猛发

展的难题联系一起。冶 [4]544

因此,民法实践与民法探索应避免“缺乏对事

物之现实的感觉和理解冶,应尽量“更多地与(被观

察的)对象本身及其迅猛发展的难题联系一起冶。
前者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教训不少,如仅就一个关

于夫妻个人财产婚后孳息归属问题,最高法院就反

复无常、几易其稿[13],这就是创造欲过强、不了解民

法的自然性质与民法实践自主性的结果。 相反,对
于后者,我们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江苏省姜堰市人民

法院注重将本地善良的民间习俗引入审判工作使案

子审理工作的效率明显提高,这不光是对习俗的尊

重问题而是对民法内在的、潜移默化的自然力量的

敬畏。 当然,法律人对民法“自然冶性的尊重也不是

被动的,法律人只有具备一定的自主性才会有能力

展现民法的“自然冶,而这种自主在司法实践中就变

成了法律人的一种自由精神,如卡多佐所言:“法官

作为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义的解释者,就必须

提供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纠正那些不确定性,并通过

自由决定的方法———‘科学的自由寻找爷———使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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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结果与正义相互和谐。冶 [14]

四摇 原始的民法与情感的实践

民法还是“原始法冶,这是因为民法所调整的人

与人之间如继承关系、抚养关系、邻里关系等,是最

能反映人间冷暖、人之常情的,而这种人情是来自于

人的原始本能的,所以民法的实践又是人的原始情

感的外泄。 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在创造民法时,都绕

不开有关人情方面的话题,即使人们有了“法律冶
后,在民事领域人们也不能通过它来抹平人的情感

痕迹,而是在法定与情定之间进行不停地选择与整

合。 不能用法律所完全框定的情感往往能起到另一

种“指示冶的作用。 梅因在分析古代的有关遗嘱与

继承法律时就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到:“什么是‘家
族爷? 法律上有它的定义———自然情感上有它另外

的一个定义。 在两者之间的冲突中产生了我们要加

以分析的感情,它热烈欢迎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

制度人们可以根据情感的指示而决定其对象的

命运。冶 [15]

不但是亲人之间永远摆离不了“情感的指示冶
的“魔咒冶,其它的涉及到人们之间的近情关系的民

事领域(如邻里关系)也自然有着它独有的运动“规
律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本能情感也愈来

愈体现出其规范性的一面,并首先发展成一种伦理

性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成了调整特定社会关系之

间最为珍贵、最不能被破坏的法律规范。 对此,韦伯

又分析道:“邻里共同体是‘博爱爷的典型的沃土,当
然并不意味着在邻里间一般都是一种‘兄弟的爷关

系占主导地位。 相反,凡是公众伦理所要求的这种

态度为个人的敌意或利益冲突所突破,这样产生的

敌对往往会发展到特别尖锐的程度,而且持续好久,
恰恰是因为它与公众伦理所要求的相反,自视为长

期不变的,并且以此加以辩护,而且也还因为个人的

关系特别密切,交往频繁。冶 [12]367韦伯的分析相比较

梅因的描述更加体现出法律社会学原理,也更加明

晰了“博爱冶关系存在的社会必要性及其运作的社

会规律。
在现代民法理论创造过程中和具体的司法实践

领域里,情感还一直在起着彰显人类“本能冶的作

用,且并不限于亲情与邻里关系,一般的社会关系只

要还在民事范围就少不了情感因素的左右。 当然随

着法律科学的发展与完善,情感的存在形式也已越

来越规范化,如它变成了合理原则、公益原则以及一

些常识、常情等。 如美国法学家贝勒斯在总结一些

涉及到家庭问题、小孩抚养、精神病人居住等问题的

民事案件时,发现法官在作出裁定时总是在法律之

外有着其他“合理冶的考虑,由此,他便找到了一个

公益限制原则:“只要有另外的选择可以合理地获

致,那么,为维护或促进包括和谐的气氛在内的公益

目的而进行的合理限制就是可以接受的。冶 [16] 贝勒

斯的总结实际上是发现了人的原始本能情感驱动已

与人类社会的公共道德意识及公益目的紧密地交合

在一起了。 所以,在现代民事领域,情感已发展成情

理,而情理也主要不在于表现为人的原始本能,更是

成形为公认的规范性东西,这样波斯纳在分析一个

民事案件时也指出:“法官习惯于扪心自问,什么后

果更合乎情理,更有道理,他要牢记决定一个案件的

许多公认的考量,其中包括了但不仅仅是制定法的

文字、先例以及其它司法决策的常规材料,还包括常

识、政策偏好以及其它许多东西。冶 [17]

如果说西方法学界习惯于把民法的情愫进行规

范性转化,并由此形成形式与实质、价值与事实、道
德与法律方面的二元性思量的话,那么,身处东方文

化区的中国就更能把情与法融为一体了,用法揆情、
准情酌理已成为一种中国式司法模式。 因为自古以

来中国的法律(特别是民法)不夸张地说都一直是

由情感所包围着,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此总结道:
“由情理之水一部分所凝聚成形的冰山,恰恰是法

律。冶 [18]144当然中国的“情理之水冶也自有它的规范

形式,如礼仪、孝道、和谐等。 此外,“无亲疏,无爱

憎,无利害,营营而作,颐颐而息,团团以居,款款以

游冶一直是中国人不变的情怀与理想,体现在法律

思想上就是通过以民法为主的法律来连接与修复变

形的颐颐之情。 所以,在中国人的法律观中,“王法

本乎人情冶已深入人心,这跟西方法律观中有法有

情、情法对立的方法论又有一定的区别,对此,我国

台湾学者林端总结到:“其实对中国人而言,‘情爷与
‘理爷应该跟法不是处于一种二元独立的关系。 它

们之间的区分也不应该是以是否有实定化的可能来

加以判断的。 尽管我们可以使用 lawinaction鄄lawin鄄
books、livinglaw鄄enactedlaw 等概念加以对比,但并不

代表我们想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对性对立起来看

待。 所谓‘依法判决爷,也不能把它狭隘化看成只是

依成文的实定化来判决而已,可能对清代朝野上下

而言,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州县官将‘情理法爷融

通为一,综合地追求中国式的衡平正义感(是‘仁
义爷或‘情义爷,而非西方人的‘正义爷,)他就是‘依
法判决爷了,这时尽管所依据的是以‘情理爷为基准

的‘活生生的法律爷 ( livinglaw),而不是‘成文法爷
(enactedlaw),但是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对立面,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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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们是融通为一,既分且合的法律规范,州县官

依照它们共同相通的精神来判决(甚或调解),就是

所谓‘依法判决爷了。冶 [18]146

到了现代社会,情理不分的状况似乎已不符合

法律的基本要求,但准情与用法、情法合体的现象在

民法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少见。 如民事判决中判决书

加附带情劝已成为民事性司法判决中很不错的组合

性选择[19];在民事纠纷处理中倾情的调解与遵法的

裁决也成了难分彼此的配合性程序;在法庭进社区

的巡回审理中用法揆情也已自成一体了;而当代中

国很多优秀法官也在亲人角色(大姐、大妈、女儿)
与“官冶 的职位统一中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人格

魅力。

五摇 整体的民法与综合的实践

民法是“私法冶,弘扬的是私权神圣的价值观,
但民法却不能就私论私,正如拉德布鲁赫引用席勒

的话说道:“从来都是,整体上想要法律,永远不会,
法律为个别人而设。冶 [10]174对此,拉德布鲁赫在对婚

姻家庭等私法进行分析时指出:“它可从个人主义

的角度逻辑为个别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可

从超个人主义的角度理解成为超越于个别家庭成员

的一种社会学整体。冶 [10]211因此,民法追求的是一种

社会性整体效果,它预定着民事主体的整体意识,也
预示着民法的生长规律,如萨维尼所说:“每一有机

体(因此,亦包括国家)之自为自得,均有赖于其整

体与部分间的均衡之维持,———有赖于每一部分之

各有其分,各尽其责。 设若一名公民、一座城镇和一

个省份我加了自己所属的国家竟会是一个极为普通

的现象,那么,大家不会将此视为非自然的病态才怪

呢! 但是正因为如此,对于整体之一腔挚爱,必源于

并体现于其所投身于之各种具体关系之中。冶 [11]37所

以,民法虽是独立的法部门,但民法的个性又都不是

与世隔阂的。 特别是现代社会以来,由于经济的发

展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民法已与宪法、经济法、劳动

法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局面。 因此,民法已不再是纯粹的“私冶法了,民
法实践也有更复杂的综合性。 这对民法的性质进行

了新的诠释,对法律人的思维方法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如王泽鉴所说:“要了解民法的意义与性质,必
须将其置于由诸法律所组成的法秩序中加以观察,
在法律体系上加以归类定性,此乃法律人的一种重

要思考方法。冶 [7]257

民法的整体性必然表现为其实践中的综合性,
这实际上说明了任何社会事务都有着它的多面性与

发散性。 例如,民法可规定与调整人的生命权与身

体完整权,但人的这些“人身权冶往往暗含的是人的

尊严权。 所以,我们在具体保护人身权时,就需要宪

法的出面与“帮忙冶。 民法可“确定冶人与人之间的

平等权,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具体的社会主体之间往

往有着实际不对等的力量,这时如国家与社会不出

面,而任由“私人冶之间去自我消化是得不到平等的

效果的。 这反映在司法实务上就是民事案件往往并

不只是在“民法冶范围内能加以解决的,即便是在最

讲究逻辑清楚的德国,通常也是通过宪法法院、劳动

法院、行政法院、社会法院与税务法院与民事法院共

同配合,一起处理民事案件[20]。
民法的整体性又是由私权关系的外溢性、利益

关系的复杂性与国家整体宏观调控的必然性所决定

的。 如物权关系、劳动关系、竞争关系、股份关系表

面上看是“私人之间的事冶但实际上它们广泛涉及

到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政策、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考

量等。 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序良俗原则等,其
本身所面向的和所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公共政策。
所以民法在现代社会往往表现为一种公私混合形

式。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法的社会化已作为表

现民法整体化趋势的一个主要现象,如团体性协议

与团体性主体的不断涌现,禁止权利滥用、强制权利

使用与尊重公共利益原则也已成为民法的主要基本

原则[21]。 这些变化反映在民法实践中就表现为民

法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利益保护机制而是一种利益

平衡机制,即“实践调和机制冶 [22]。 所以,民法的整

体化与混合趋势实际上代表民法的社会化走向,而
民法的社会化本质就在于民法必然与其它法律相融

和,从而不但使民法构成整体化,更使民法的实践综

合化。
因此,对民法的整体的认识也应转化为一种综

合性实践思维论。 德沃金就论证到,只有从法律整

体观的态度出发,才能激活社会“愿望冶,也才能把

法律投入到社会阐释的实践中去。 因为,“作为整

体的法律要求法官尽可能假设法律是由一套前后一

致的、与正义和公平有关的原则和诉讼的正当程序

所构成。 它要求法官在面临新的案件时实施这些原

则,以便根据同样的标准使人人处于公平和正义的

地位。 这种审判方式尊重整体性所假定的愿望,即
成为一个原则社会的愿望。冶 [23]正是有了整体观,德
沃金才能从一些个别性民事案件如埃尔默案、麦克

洛克林案中发掘出一些代表社会整体意识的基本原

则出来。 所以,我们在适用民法时,也不要只是遵从

传统的私法自治原则,还要考虑到国家有限干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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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对民法自由的支持;也不要狭隘理解平等原

则,在民法社会观中,平等意味着一种安排。 同时,
要知道一个死亡赔偿案件背后牵涉到的可能是社会

整体的和谐观和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一个破产案件

可能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个老人探望权问

题的裁定可能又让人联想到社会的尊老问题,一个

遗产争议案(如泸州二奶案)诠释的是一个社区的

整体公序良俗和道德观。 总之,民法在以其整体特

性回应着社会的变化,而民法实践的综合性又是这

种回应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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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ere are many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ure of civil law and the practicing of civil law . The nature of
civil law will certainly get full display in the practicing of civil law . The practicing of civil law has profound brand of the nature of civil
law. There are multi鄄way and multi鄄level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fe of civil law and the open practicing of civil law 、the
autonomy of civil law and the flexible practice of civil law,the nature of civil law and the autonomous practicing of civil law,the origin
of civil law and the emotion practicing of civil law,the integrity of civil law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ing of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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