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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拙著《民法哲学论稿》初版于2000年，内容单薄，错误甚多，虽脱销有年，一直不敢再版。
时隔十年，出版社建议修改后再版，这是对笔者很大的鼓励。
民法具有统一的最终的立法根据，适用全部民事关系，应该存在一元化的逻辑体系。
这一体系是形式逻辑在民事领域之形式。
民法的逻辑体系，即民法的整体观和方法论，也就是民法哲学。
迄今为止，学界并未提出任何此类逻辑。
相反，民法学的逻辑破绽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民法学的基本范畴，与一些常用术语，包括主体、
客体、法人、公司、财产、人身、人格、能力、权利、义务、物、债、物权、债权、过错、责任、利
益、法益、支配、归属、所有、共有、合同、侵权、占有、留置、有效、无效、生效、不生效、撤销
、解除、请求、抗辩，等等，通说的界定，似乎均存在逻辑上的疑问，甚至公然挑战形式逻辑。
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法范畴的界定，几乎都必须从头说起，即从民法的宗旨、根据说起，真可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
这使笔者深感有必要揭示民法的逻辑体系。
法律是立法者定分止争的工具。
可以用《圣经》的一句话概括法律的全部作用：“恺撒的东西应当归恺撒。
”但要实现这句话，至少要回答四个问题：1.谁是恺撒？
谁能成为恺撒？
即恺撒的条件是什么？
2.哪些东西能成为恺撒的东西？
即成为恺撒的东西的条件是什么？
3.何谓“归”？
“归”的内容是什么？
4.如果恺撒的东西没有归恺撒，如何解决？
四个问题，其实就是界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关系中的客体（非“法律关系的客体”）；权利
义务；法律责任。
民法是平等主体法，平等关系法。
在民法中，同样存在上面四个问题，只是作为民事关系当事人，恺撒们的法律地位平等。
上面四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
在明确恺撒的条件以前，讨论其他问题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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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版是国内第一部民法哲学专著，首次提出了民法的整体观和方法论。
第二版深入阐述了这一民法整体观，构建了民法学第一个系统的一元化逻辑体系，并根据这一逻辑体
系，全面审视了现有民法理论。
作者指出：在民法学中，形式逻辑已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甚至成为批判的对象；几乎所有的民法基
本范畴，都缺少应有的推演程序；民法教材大量代代传抄的经典论述，其实是只可死记硬背，不可深
思细究的教条。
第二版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对几乎所有的民法基本范畴作了全新的界定，得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结论
，为实现民法的平等宗旨提供了真正的理论根据。
如果说《民法哲学论稿》第一版证明了人应该生而平等，第二版则证明了人可以生而平等。
第二版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民法理论一元化专著，不仅对民法法理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导意
义，也是第一本以民法自身逻辑为线索的民法教材。
第二版的独特视角，对法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亦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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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锡鹤，1945年生于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教授。
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著有《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民法基本理论若干问题》（人民出版
社2007年版）、《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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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言 民法哲学概念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
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①。
用一种通俗的说法，所谓哲学，其实就是“一学”，或“一元学”，即只用一种理论解释整个世界，
当然也只用这一理论改造整个世界。
哲学不能归人任何一门具体科学。
一种“哲学”，如果以一门具体科学命名，如艺术哲学，教育哲学，法哲学⋯⋯实际上是关于该门科
学的哲学性思维，即该门科学的最高抽象。
此类“具体科学哲学”是从本门科学抽象出本门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从本门科学抽象出哲学原理；
是对本门科学的哲学性概括，不是对本门科学的哲学概括；是本门科学全部理论的一元化，即本门科
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不是世界观和各门科学的共同的方法论。
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具体科学哲学”就是本门科学的“一学”，或“一元学”，即只用一种理论解
释整个本门科学，当然也只用这一理论指导整个本门科学的实践。
可以推论：（1）“具体科学哲学”是本门科学的一个分支，不是哲学，也不是介于本门科学和哲学
之间的边缘学科。
（2）正如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全部存在和思维，“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本门科学的全部
领域和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本门科学的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本门科学的一般理论和发展规律。
本门科学的一般理论和发展规律是“具体科学哲学”从本门科学的全部内容所抽象出的结果，不是“
具体科学哲学”的抽象范围。
“具体科学哲学”本身则是哲学的直接抽象范围，哲学从中发现“具体科学哲学”的哲学问题，并抽
象出哲学原理。
（3）正如哲学对全部存在和思维的研究仅仅是哲学概括，而不是具体研究，“具体科学哲学”对本
门科学全部内容的研究也仅仅是哲学性概括，而不是具体研究。
各门科学的具体研究是各门科学的哲学概括的基础，为哲学概括所必需，但本身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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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哲学告诉人们：万物存在差别，并均有始终。
可以推论，同一事物的此刻与彼刻存在差别。
但这一结论蕴涵一个前提：任何事物均存在质的规定性。
思维应该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但只能在承认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
否认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得到任何知识。
用公式表示就是：A是A。
这是思维的内在需求。
这一需求表现为思维的规律——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有三条定律：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
矛盾律和排中律其实是同一律的表现形式。
法律是对可支配稀缺资源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的规定，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观念。
立法者的价值观念产生立法理由。
在立法者价值观念不变的前提下，全部法律规定的立法理由不应冲突，即不能违背形式逻辑。
民法规定了平等主体之间可支配稀缺资源的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
民法的立法理由是生命人意志表示资格平等：在互为不特定人的关系中，表现为同样行为发生同样法
律后果；在特定人的关系中，表现为任何一方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相对方。
民法的立法理由是民法价值观念的反映，是统一的，一致的。
民法的任何规定均应反映民法的立法理由，全部民法规定不应冲突，即不能违背形式逻辑。
为实现民法的价值观念，同类行为应该适用同一规定。
但社会生活是无限丰富的，特殊情况下，坚持同类行为适用同一规定，并不能实现民法的价值观念，
而必须作特殊规定。
民法因此而分为普通法和特别法，一般条款和特别条款。
这是民法的例外，但不是形式逻辑的例外。
民法可以有例外，形式逻辑不能有例外。
无论普通法还是特别法，一般条款还是特别条款，均是民法价值观念和立法理由的反映，均应遵守形
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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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哲学论稿(第2版)》第一版曾获司法部首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如果说《民法哲学论稿》
第一版证明了人应该生而平等，第二版则证明了人可以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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