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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前言

该书是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学习民法而编撰的一本帮手型书籍。它分为12讲。本书的内容最初是为了
满足《法学教室》杂志的各种名目(有的为特集的序论，有的为常设栏目)而编写的。虽然本书收集了
不同性质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它与书名相吻合。 书中很多内容登载在《法学教室》杂志时曾采用了与
编辑对话的访谈录方式。当然，我本人也以对话体的形式写了一些内容。同时，将论文形式的文章改
为对话体的也不少。但是，涉及日本民法学说历史的第三部分(PART 3)中的第2款，我们认为使用对话
体形式不太恰当，所以，仍然采用了书面体的形式。 该书旨在为大学生或者自学民法的读者提供帮助
。它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第二部分(PART 2)中，从第3讲至第7讲，围绕教科书的教学与
学习方法，阐述了学习民法，不仅要从纵向，而且也要从横向层面来加以学习的观点。这样，可以更
深刻、更细致，也就是说可以更立体化地加深对民法的了解。第二部分(PART 2)主要论述了既要从纵
向又要从横向的层面来理解民法。另外，通过横向学习更有利于理解和加深纵向的学习。 这种学习，
读者一般会安排在上完课或看完教材以后来加以复习。不过，以预习的形式来加以学习，我认为效果
会更明显。 另一方面，不管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学习民法，我们更多地是要钻人民法中学习。但是，
我们也应该跳出民法，站在民法之外(的角度)来学习、考察民法。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这和
各位读者平常所学的解释论有点不同。这些内容收录在第一部分(PART l)和第三部分(PART 3)中，其
学习的意义以及概观在第1讲的说明中有所阐述。当然，该书不能穷尽所有的问题，仅就其中一部分
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在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方面，在第2讲中只谈及了宪法和民法的关系。
另外，在第三部分(PART 3)的第8讲和第9讲中也谈到了现今各位读者正在学习的“民法”的民法学历
史形成以及日本民法学界的诸位大师。 第四部分(PART 4)中所收的三篇文章与以上谈及的问题有些相
异。它和第二部分(PART 2)有些相近似，主要是对最近新出现的法律站在立法的视角来探讨它的问题
点。 第1讲是对民法整体的概观。 这些对民法的学习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很多教科书中都没有提及。 
但是，本书在第二部分(PART 2)为这些内容添加了一些新的色彩。因此，(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轻
松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当然，这些内容都是代表该学术范畴最高水准的内容，所以，希望各
位读者对它能够产生兴趣，并能进一步阅读与此相关的论文、论著等。 对于本书——民法的“另一种
学习方法”的提法，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心存疑虑。我们之所以强调“另一种”，主要是想和民法的“
普通学习方法”有所区别。那么，民法的“普通学习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它是在大学教学当中普遍
使用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众多教科书中所描述的方法。诚然，这种说法您可能还不太明白。 那就是对
于已经形成的或者是现有的民法，也可以说是“满足于现状”的“民法”尽量客观地来对待，事实上
却多从自己的立场去对待之。也就是说，其中共通的一点就是，对于由众多的法律条文作为解释、适
用众多的判例、包含有解释的众多学说等庞大的素材而形成的“民法”的现有状况进行系统性地整理
，以便于学生和读者理解。特别是近来，各位读者都比较重视以初学者为对象的“体系理解”。可以
说很少有像本书这样重视横向学习，且站在民法之外来审视民法的做法。 当然，有关民法的教科书各
式各样。授课老师不同，其授课的重点也迥然不同，从而导致教学方法有所差异，不能完全说学习的
效果就很差。但是，众多老师的授课基本上是按照教科书和相关联的法律条文来进行说明的。而且，
授课老师也要求学生“课堂上必须要带六法全书”。在谈及民法各种制度的时候，肯定有不少的老师
会说明它的来由。总之，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最近一两年内出版的是年轻老师甚至是一
些骨干教授的各类颇具特色的教科书。——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所接受的教育、所阅读过的教科书基
本上都是如此。 诚然，教科书中所整理的法学体系的素材，来自于法律条文以及用于解释和适用的判
例。因此，在课堂上，自然就要阅读法律条文、引用判例，并对之加以说明。 但是，各位读者毕业以
后所面对的法律问题并不局限于大学里所学的法律知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许遇到的情况要
远远多于课堂上所学的。那时就需要我们具有寻找相关法律条文并对之加以解释的能力。虽然理解快
、知识多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培养敏锐的判断力和发现问题能力的重要性。这些能力是
在课堂的法律学习中，通过分析素材，也就是通过阅读法律条文、判例、合同书等的练习过程就能达
到的。 法律条文即使和普通的日常用语相同，其中也仍有不少还包含有其他不同的意思。此外，法律
条文当中也存在许多独特的用词。因此，为了准确地了解法律条文，(我们)有必要准确地理解法律用
语。 另外，也要注意在民法当中，不仅仅有法律条文，而且还有许多“法律条文中没有的民法原则”
。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从第3讲到第6讲对法律的学习方法进行了一些整理。也就是说即使是“进
入民法当中学习”的这种学习方法，也要从横向的方面来加以考虑。第7讲的“法律精神”，从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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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上来看，也可以将它放入第一部分(PART l)，但作为该书的一个篇章，我们还是认为放人该处比较适
当。 不过，《法律教室》的特集后面都附有具体的案例，可以说如果只阅读本书所收的序论，的确有
点抽象。若有可能，还是想请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法律教室》的特集刊。 将“从外部来学习”民法这
一观点写入教科书的书籍并非没有，如前所述的加藤雅信的著作。但是，法学院的授课因为都是以“
从内部”来学习法律为中心，所以，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从外部来学习”民法这一做法。我个人的论
著——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材2]以及河上正二的《历史中的民法》(日本评论社，2001年)等都是一种新
的尝试。但是，将来法科大学院成立后，在强调从“民法中学习”的同时，作为一种学习的补充，这
种方法以及这类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该书虽然提供的是有关民法的一种新的教育、学习方法
，它同时也提出了有关民法学的一种新主张，一个新命题。 在后记当中，我写了一些个人的感怀。其
目的是想对“艰苦探索”民法教育这一时代的历史留下一些只言片语。 我们也曾考虑为此类书籍制作
事项索引，但是，如果认真严密地去加以制作，就有必要制作几种类型的索引。这样，会比该书本身
还要厚，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取消了制作法律条文和判例索引的念头。 该书能够成型面世，得益于有
斐阁书籍编辑第一部的酒井久雄部长和藤本依子女士。藤本女士在本杂志编辑部“法学教室”编辑室
工作时，就该书进行了策划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调至书籍编辑部后，仍然和渡边真纪女士一起进行
策划和商谈。当然，该书能得以出版是各个时期的编辑室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致以
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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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内容概要

该书是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学习民法而编撰的一本帮手型书籍。它分为12讲。本书的内容最初是为了
满足《法学教室》杂志的各种名目(有的为特集的序论，有的为常设栏目)而编写的。虽然本书收集了
不同性质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它与书名相吻合。
书中很多内容登载在《法学教室》杂志时曾采用了与编辑对话的访谈录方式。当然，我本人也以对话
体的形式写了一些内容。同时，将论文形式的文章改为对话体的也不少。但是，涉及日本民法学说历
史的第三部分(PARl’3)中的第2款，我们认为使用对话体形式不太恰当，所以，仍然采用了书面体的
形式。
该书旨在为大学生或者自学民法的读者提供帮助。它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第二部分(PART2)中，从第3讲至第7讲，围绕教科书的教学与学习方法，阐述了学习民法，
不仅要从纵向，而且也要从横向层面来加以学习的观点。这样，可以更深刻、更细致，也就是说可以
更立体化地加深对民法的了解。第二部分(PART2)主要论述了既要从纵向又要从横向的层面来理解民
法。另外，通过横向学习更有利于理解和加深纵向的学习。
这种学习，读者一般会安排在上完课或看完教材以后来加以复习。不过，以预习的形式来加以学习，
我认为效果会更明显。
另一方面，不管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学习民法，我们更多地是要钻人民法中学习。但是，我们也应该
跳出民法，站在民法之外(的角度)来学习、考察民法。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这和各位读者平
常所学的解释论有点不同。这些内容收录在第一部分(PARTl)和第三部分(PART3)中，其学习的意义以
及概观在第 1讲的说明中有所阐述。当然，该书不能穷尽所有的问题，仅就其中一部分进行了说明。
也就是说，在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方面，在第2讲中只谈及了宪法和民法的关系。另外，在第三
部分(PART3)的第8讲和第9讲中也谈到了现今各位读者正在学习的“民法”的民法学历史形成以及日
本民法学界的诸位大师。
第四部分(PART4)中所收的三篇文章与以上谈及的问题有些相异。它和第二部分(PART2)有些相近似，
主要是对最近新出现的法律站在立法的视角来探讨它的问题点。
第1讲是对民法整体的概观。
这些对民法的学习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很多教科书中都没有提及。
但是，本书在第二部分(PART2)为这些内容添加了一些新的色彩。因此，(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轻
松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当然，这些内容都是代表该学术范畴最高水准的内容，所以，希望各
位读者对它能够产生兴趣，并能进一步阅读与此相关的论文、论著等。
对于本书——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的提法，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心存疑虑。我们之所以强调“另
一种”，主要是想和民法的“普通学习方法”有所区别。那么，民法的“普通学习方法”又是怎样的
呢?
它是在大学教学当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众多教科书中所描述的方法。诚然，这种说法您可
能还不太明白。
那就是对于已经形成的或者是现有的民法，也可以说是“满足于现状”的“民法”尽量客观地来对待
，事实上却多从自己的立场去对待之。也就是说，其中共通的一点就是，对于由众多的法律条文作为
解释、适用众多的判例、包含有解释的众多学说等庞大的素材而形成的“民法”的现有状况进行系统
性地整理，以便于学生和读者理解。特别是近来，各位读者都比较重视以初学者为对象的“体系理解
”。可以说很少有像本书这样重视横向学习，且站在民法之外来审视民法的做法。
当然，有关民法的教科书各式各样。授课老师不同，其授课的重点也迥然不同，从而导致教学方法有
所差异，不能完全说学习的效果就很差。但是，众多老师的授课基本上是按照教科书和相关联的法律
条文来进行说明的。而且，授课老师也要求学生“课堂上必须要带六法全书”。在谈及民法各种制度
的时候，肯定有不少的老师会说明它的来由。总之，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最近一两年内
出版的是年轻老师甚至是一些骨干教授的各类颇具特色的教科书。——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所接受的
教育、所阅读过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如此。
诚然，教科书中所整理的法学体系的素材，来自于法律条文以及用于解释和适用的判例。因此，在课
堂上，自然就要阅读法律条文、引用判例，并对之加以说明。
但是，各位读者毕业以后所面对的法律问题并不局限于大学里所学的法律知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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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说，也许遇到的情况要远远多于课堂上所学的。那时就需要我们具有寻找相关法律条文并对之加以解
释的能力。虽然理解快、知识多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培养敏锐的判断力和发现问题能力
的重要性。这些能力是在课堂的法律学习中，通过分析素材，也就是通过阅读法律条文、判例、合同
书等的练习过程就能达到的。
法律条文即使和普通的日常用语相同，其中也仍有不少还包含有其他不同的意思。此外，法律条文当
中也存在许多独特的用词。因此，为了准确地了解法律条文，(我们)有必要准确地理解法律用语。
另外，也要注意在民法当中，不仅仅有法律条文，而且还有许多“法律条文中没有的民法原则”。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从第3讲到第6讲对法律的学习方法进行了一些整理。也就是说即使是“进入
民法当中学习”的这种学习方法，也要从横向的方面来加以考虑。第7讲的“法律精神”，从题目上
来看，也可以将它放入第一部分(PARTl)，但作为该书的一个篇章，我们还是认为放人该处比较适当
。
不过，《法律教室》的特集后面都附有具体的案例，可以说如果只阅读本书所收的序论，的确有点抽
象。若有可能，还是想请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法律教室》的特集刊。
将“从外部来学习”民法这一观点写入教科书的书籍并非没有，如前所述的加藤雅信的著作。但是，
法学院的授课因为都是以“从内部”来学习法律为中心，所以，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从外部来学习”
民法这一做法。我个人的论著——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材2]以及河上正二的《历史中的民法》(日本评论
社，2001年)等都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将来法科大学院成立后，在强调从“民法中学习”的同时，
作为一种学习的补充，这种方法以及这类教科书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该书虽然提供的是有关民法的一种新的教育、学习方法，它同时也提出了有关民法学的一种新
主张，一个新命题。
在后记当中，我写了一些个人的感怀。其目的是想对“艰苦探索”民法教育这一时代的历史留下一些
只言片语。
我们也曾考虑为此类书籍制作事项索引，但是，如果认真严密地去加以制作，就有必要制作几种类型
的索引。这样，会比该书本身还要厚，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取消了制作法律条文和判例索引的念头。
该书能够成型面世，得益于有斐阁书籍编辑第一部的酒井久雄部长和藤本依子女士。藤本女士在本杂
志编辑部“法学教室”编辑室工作时，就该书进行了策划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调至书籍编辑部后，
仍然和渡边真纪女士一起进行策划和商谈。当然，该书能得以出版是各个时期的编辑室全体工作人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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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作者简介

195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现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星野教授被称为当今日本民法学界的“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了日本民法的方方面面，星野教授
对民法研究的热爱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强烈关注的基础之上的，在民法研究之外，作者还撰写
了大量深入探讨社会、人生的论著，比如《法学者的心声》、《民法劝学》、《法律与爱》、《私法
中的人》等名篇。
主要著作有：
《借地借家法》(法律学全集)(有斐阁，1969年)
《民法论集》第1卷至第9卷(有斐阁，1970~1999年)
《民事判例研究》第2卷、第3卷(全5卷)(有斐阁，1973~1990年)
《民法概论》（1-4）(良书普及会，1971~1986年)
《相邻诉讼和法的作用》(编著，有斐阁，1984年)
《民法的焦点（1）总论》(有斐阁，1987年)
《心之曲》(有斐阁，1987年)
《民法--财产法》[（财团法人）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振兴会，1994年]
《家族法》[（财团法人）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振兴会，1994年]
《法学入门》[（财团法人）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振兴会，1995年]
《民法的进程》（岩波书店，1998年）
《法学者的心声》（有斐阁，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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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全方位眺望民法　第1讲　从立体的视角来学习民法一民法的整体形象  　1．学习“民法整
体形象”的意义　  2．什么是“民法的整体形象”  　3．大体内容　  4．“法学入门”和“民法总论
”  　5．内容的概观　  6．各部分的简单说明  　7．重新思考“民法整体形象”的学习目的　第2讲  
民法和宪法——从民法的视角来探讨　  1．学习相邻法律的必要性  　2．概观民法和相邻法律的关系
　  3．“民法和宪法”的关系  　4．“民法和宪法”的研究方法　  5．这种学习的意义和方法第二部
分　钻人民法中学习　第3讲　法律条文的意义和阅读法律条文的方法——从法律条文开始  　1．什么
是法律条文？法律条文的作用是什么？  　2．法律条文中到底记载了些什么？　　　（1）法律条文中
记载的内容　　　（2）法律条文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3）首先应该在脑海中形成民法的整体形
象  　3．法律条文难以理解的理由　　　（1）不可避免的专业术语　　　（2）日本民法的独特性　
　　（3）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　　　（4）片假名文言体  　4．判例、学说和法律条文　　　（1）判
例和法律条文　　　（2）学说和法律条文  　5．阅读法律条文并加以理解的方法　　　（1）遇到法
律条文首先要查找　　　（2）理解法律条文方法的一个事例　　　（3）练习阅读法律条文的作用　
　　（4）从理解法律条文到解释法律条文　　　⋯⋯第三部分　了解日本民法学者第四部分　着眼
新的问题后记——苦心探索的17年法律条文索引判例索引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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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章节摘录

（2）学说和法律条文有关学说以及与实证法的学说也多是阐述如何理解、整理、归纳法律条文以及
对法律条文进行相关的解释。因此，把法律条文作为中心来看待是必要的。学生在讲述某一法律问题
，当被问到“那究竟在第几条上有所体现？”时，常常回答是不知道，这可就不好办了。阅读教科书
时，请一定要翻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当然，有关法律条文中没有的定义及基本的原则、某个法律条
文在整个法律条文中的位置、它和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等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要充分理
解它。这种情况下，一边思考学说内容与法律条文的关系一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当学说出现分歧时
，必须要理解是哪一点不同，为什么有分歧，理由是什么。像我们这些编写教科书的人，应该充分思
考，教科书第一重要的是为了准确理解法律条文，对不同情况下的判例，一定要认真编写必要的部分
。刚才所说的学说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其理解、想法的不同是第一分歧点，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部分
是以后的问题。但是，在众多的法律条文解释中，草率地批判他说，推崇己说的写法我认为是不好的
。另外，没有十分认真地考虑与法律条文的关系而提出的所谓的“一般说法”也同样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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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编辑推荐

《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虽然提供的是有关民法的一种新的教育、学习方法，它同时也提出了有关
民法学的一种新主张，一个新命题。不管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学习民法，我们更多地是要钻入民法中
学习。但是，我们也应该跳出民法，站在民法之外（的角度）来学习、考察民法，避免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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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精彩短评

1、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感觉不顺，而且内容略浅
2、我一直想买这本书 在当当上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3、民法博大精深，本书可扩大读者的视野，以更广的目光看民法，适合有一定民法基础的读者
4、翻译减一星
5、本书篇幅短小，但是具有日本法学书籍的特点。书籍的个性化比较突出，与中国的教材形成鲜明
的对比。我认为本书主要是从体系的角度来认识民法，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观点
，对于研究民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或者说强化了我们用系统观点来思考民法的观念。从书的内
容来说，很浅显，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话，那就应该给予另外一种评价。应该说，有
民法典的国家，在形成民法理论体系的时候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围绕这一个中心来安排，发展
，不像中国人言人殊，这也可以从台湾民法学得到证明。
6、绝对值得推荐的民法学习读本。有助于初学者弄清民法是什么？中国实在是缺乏这样的通俗读本
了。尤其是前7讲特别值得一读。第一讲从整体来把握民法有助于学习目的的端正。第2讲民法与宪法
的关系之论述非常必要。第3－7讲介绍了非常好的学习民法的方法。后面的章节立足日本的实际进行
介绍，可供借鉴。
全文通俗易懂，论述精辟，强力推荐民法初学者研读。折后的价格也很公道。比起国内民法学者的著
作动辄近百元，甚至上百元的定价，的确实在不少。
7、法学本科生读读还是不错的，这本书展示了学习法律而不但是学习民法的学习方法，那就是要从
一种宽广的视界和立体的层面来读法律，比如说从宪法的角度读民法和刑法，从刑法的角度读民法等
等
8、民法大家写的浅显易懂的民法学习入门书。浏览这三本民法总论性质的书，几个印象：日本民众
的法意识只稍倾西欧，根底还是儒化；日本的法学生和法学者同样困在实证主义的法解释中，当然比
我们这里好；比较法研究比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嵌入法解释学圈子里，而比较法究竟是什么呢？
9、翻译的有点不同意，可能是通稿出现问题了吧。
10、该书提供了新的视角.
11、民法学术扛鼎之作，值得精读。送货前没有确认时间，导致同事代收，无法验货。
12、本科生较为适合，研究生可以当作普通读物看看，某些方法也值得借鉴
13、很不错的商品,可以当作拓展民法知识的课外读物,业务时间读一读,很能开扩视野.
14、看着玩玩尚可；装帧优秀；内容良莠不齐。
15、还没读完，是一本不错的书
16、看完了觉得对自己学习民法启发很大。
17、怀着很大的希望看的，可不知是因为文化差异还是这书不适合我，反正我好像是没看到什么能引
起思想火花的东西！
18、也许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不太习惯
19、积华赠
20、很喜欢的一本书对日本的民法讲得还比较透彻书不厚，还看得下去
21、真的是本好书  学习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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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精彩书评

1、星野英一（ほしのえいいち、1926年- ）,当今日本民法学界的“第一人”。现代日本民法学科带头
人，在上世纪80—90年代，其民法学理论在日本被认可为通说。其著作《私法中的人》在中国国内产
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其著作《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梁慧星教授曾说：星野英一教授是日本民法
名宿，也是中国民法学界的老朋友，他的《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既是一本面向民法学初学者研
习指南，也是对民法教育者颇有启发的教学参考。本书的写作初衷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旨在为大
学生或自学民法的读者提供帮助。本书不属于作者以往那种呈体系化的个人著作，而主要是从其主编
的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法学杂志《法学教室》中发表的文章中编撰整理而成的一本帮手型书籍。民法的
另一种学习方法，与之相对的民法的普通的学习方法，即是大学教学中普遍使用的，“对于由众多的
法律条文作为解释，适用众多的判例，包含有解释的众多学说等庞大的素材而形成的‘民法’现有状
况进行系统的整理，以便于学生和读者理解”，如果将这种方法看作是“从民法中学习”的话，那么
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就是站在民法之外来审视民法，“从外部学习民法”。我国的法学教育所采用
的毫无疑问是普遍学习方法，所以该书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可借鉴的地方。
由于这部书大部分内容采用的是访谈形式，我自己觉得有些地方也不是很明确，反复冗长。现将其整
理如下。第一部分：全方位眺望民法作者认为学习民法需要从立体的视角学习民法—首先要认识民法
的整体形象，明确民法的体系结构及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理清民法和其他相邻的部门法的
关系、差异。这样才有可能有条理的学习法律，全面理解法律。—国家的法律是给予某种意志或价值
而形成的，具有体系化的法律条文。其次“不能孤立的盯着日本民法”，在了解民法渊源的同时，要
从历史的视角，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之进行理解。星野先生同时告诫读者，在学习法律时，不能固守一
种看法，任何学术观点都要将其相对化，要有自我反省精神，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者。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问题，个人认为其在中国也具有思考的必要。“民法是对日本国民日常生活行为
进行规范的法律，还是说其通过法的形式所形成的国民的这种意识呢？”星野先生认为这其中包含了
国民法律意识的问题，特别是国民是否形成了私权保护的意识。第二部分：钻入民法中学习1.从法律
条文开始为什么首先要从法律条文开始，因为法律条文是法律学习的中心，但遗憾的是其从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如何学习法律条文？星野先生的建议是，以法律条文为中心，阅读教科书，理解法律条文
，然后再根据法律条文来理解教科书中所写的内容如此循环往复，即是从法律条文出发再回到法律条
文。在阅读教科书时要对教科书上所写的东西持有怀疑态度，注意发现问题，再在法律条文中得到解
答。法律学习需要强调预习的必要性，方法之一就是阅读下堂课中要讲到的有关法律条文，并搞清自
己的疑问。适用条文的方法：⑴. 针对要审查的社会现象寻找使用的法律条文。⑵. 审查该条文中包含
的要件，弄清这些要件中所含的意思（解释）。⑶. 逐一审查有无符合要件的事实存在（事实认定）
。⑷. 若存在符合要件的事实就可适用这一法律条文，然后得出结论。⑸. 无可适用的规定：①. 从民法
外的司法制度规定及其精神、理念等方向考虑。②. 仅就该案件考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要综合、广
泛的对各种案件加以对比、思考。2.法律条文中未明确规定的“原则”。作者认为，原则是指虽然法
律条文中没有，但具有与法律条文同等价值的法命题，法准则。其主要的分类主要有：⑴. 民法典中
内在的表明其价值的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⑵. 纯粹的法律技术性原则。无效
行为不产生效力。⑶. 介于二者之间的类型。任何人都不能向他人转移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作用：⑴.  
表明时代、社会的基本原理。⑵.  比较技术性的原则具有和法律条文同样的作用。3.法律用语、法律概
念对法律用语和法律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学习法律的基础之一。⑴. 对用语的含义清楚理解其起源而无
任何疑虑。⑵. 说明各个用语和概念之间的联系。⑶. 弄清楚法律用语与生活用语的区别。⑷. 结合实际
上所指的事情和他实际所起的机能，从更加立体的角度来说明法律词汇。分类：⑴. 虽然形式不同，
但在民法法律条文中出现的词语。⑵. 民法法律条文中未出现的词语。⑶. 介于二者之间。4.学习判例
从一审开始认真地阅读指导终审判决。理清其中包含的各种实体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程序性问题。总
之就是弄明白法律条文是这样适用于具体案件中的。这项训练对学生养成法律思考的习惯有极大地帮
助。5.民法与民法精神川端博在其论文中分析民法精神是指出民法精神是法律的思考能力。包括：⑴. 
发现问题的能力。⑵. 法律分析能力。⑶. 逻辑论述能力。⑷. 平衡感觉。加藤一郎认为，民法精神是指
思考构建事物的秩序的能力。主要有：⑴. 有分析的思考。⑵. 有根据的思考。⑶. 尊重人权。⑷. 程序
正当。⑸. 有必要基于实质的利益衡量来判断。而本书的作者星野英一认为，民法精神即是依靠法律
处理一定的社会事态状况，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能力。综合以上的各种观点，我觉得民法精神（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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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另一种学习方法》

mind）如果翻译为民法思维会更贴切一点。从前文的几个观点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第三部分：日本的
民法学家这部分主要介绍了日本现当代的民法学家，其中着重介绍了我妻荣先生。第四部分：着眼于
新问题⑴. 借地、借家法的修改。日本的借地、借家法相当于我国的土地、房屋租赁方面的法律法规
。⑵. 法人的设立、法人团体的解散。⑶. 家族法的修改问题①. 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主要涉及到的
是等额继承还是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二分之一的法理分析及论断。②. 离婚原因。③. 
“有选择的夫妻不同姓制”。2010.04.28
2、“如果法学院的学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只埋头学习法律解释的理论，甚至只是单纯地死记硬背教
科书，那么，将来很可能是一个只会简单操作法律技术的人，而不是具有自我反省精神的法律学人。
”在阅读星野英一的这段文字之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为何学习民法？如何更好地学习
民法？所谓“认真”，并不是指应试性地去记忆民法的条条框框，去剖析某个关于民法的考试会涵盖
哪些知识点而我“应当”去复习哪些知识点，而是把它当成像罗马竞技场那样的一种文化、一种历史
去体会和学习。诚然，反复地、机械性地记忆民法原理与法律条文足以使我们拥有一个对民法“召之
即来，挥之即去”的大脑，但我们却永远不是一个有血性的法学学者。在星野英一身上的光环有许多
，在此不作过多赘述。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不仅是声名显赫的法学家，还是一名懂得自省、有血有肉
的当代法学精神领袖。星野英一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了“高深的理论”——民法其实并不高高在
上，它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与行为中，比如买菜、领养孤儿或者出生死亡。民法是一件艺术品。在谈
及“民法的整体形象” 时，星野英一把“民法”变成了一片森林，从外部看，它是一整块结实而紧密
的、宏观的绿色地带；从内部看，它则由不同类型、形态迥异的树木微观地组成——这便是他所说的
“另一种”学习方法——与大学传统授课教育明显不同，它的角度是艺术性的、历史性的，在他看来
，民法是一件艺术品，它有着自己的整体形象、历史地位与意义。假如我们作为竞拍者，一件艺术品
是否值得我们斥资买下，则要求这件艺术品必须拥有我们感兴趣的架构与内涵，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精
心的准备与研究，因为有理智的投资者永远不会只凭感觉衡量一种事物。民法就是这样一件艺术品，
至今它已拥有一个较完美的外观系统，它演变过程中所扬弃的精神与理论自身就存在着优胜劣汰、弱
肉强食的竞争机制，最后留下来的必然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精华积淀。我们赞美、研究、利用民法，
使它成为一种“与公法相平行的私法” 并规范着各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为在本质上意味着我们承认它
的价值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因此，在进行“总论—分论”的普遍式学习时，我们不妨从观摩艺术品
的视角对民法进行一个宏观的把握，从结构、价值、历史等角度充分认识其整体形象。然而，任何艺
术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用哲学的语言阐述就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用星野英一的话说就是：“不
能孤立地盯着日本民法⋯⋯”不仅仅是日本民法，中国民法也一样，每一种物质与精神都有时代与其
他事物赋予它的意义，如果将其运用到学习民法的过程里，就要求我们将民法放在整个法学体系中，
从纵向与横向的角度将当代民法与古代民法、当代其他法律联系起来研究。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二讲中
，星野英一讨论了学习相邻法律的必要性、民法与宪法的关系与研究方法，我认为，其必要性在于“
国家的法律是基于某种意志或者价值而形成的、具有体系化的法律条文”，各国民法在各国庞大的法
律体系中与其他法律共同体现出该国的特色、风俗习惯与思维方式；而用联系的观点去学习民法，会
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存在的意义，这就初步解决了“为何学习民法”与“如何更好地学习民法”这两个
问题。民法之内：艺术品的纹理。在上一部分中，我将民法视作一件艺术品，并从立体与历史的视角
对其做了宏观分析，在这个部分，我将对民法进行“拆解”，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角度进一
步讨论民法的学习方法。举个例子，在欣赏一件翡翠制品的时候，相较于它的颜色与形状，我们更在
意它的内部纹理（好的翡翠纹理称为“丝纹”），假如翡翠能看到丝丝状，就意味着它拥有着较高的
透明度，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这说明了什么？显而易见，纹理决定了它的价值。民法也是一样。
一部民法“优秀”的体现不仅仅在于国家与历史赋予的使命与意义，更在于其内部的组成结构。试问
：民法的内部结构是什么？也即民法由什么元素组成？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运用法理学原理，只要
学过民法的学生都能回答出来：民法原则、民法法律条文与民法概念等等，其中绝大部分是法律条文
，法律条文构成了民法的主要内容。关于民法法律条文的学习星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建议：“⋯⋯以
法律条文为中心，阅读教科书理解法律条文，然后在根据条文来理解教科书中所写的内容，如此循环
往复地复习。”不难理解，教科书阐释法律条文，法律条文是教科书的高度概括，它将厚厚的几十页
纸张浓缩成一个或几个简短的句子，尽可能详细地规定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其本身就具备很高的“含
金量”，从局部与整体上彰显了民法的价值。下面简单谈谈民法的原则。用星野先生的话说，就是“
如果不像学法律条文那样学习原则的话，就称不上是学习法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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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洞、抽象的东西，它除了表达它自身的意思之外没有其他用处，也就是说像英国女王一样徒有其
表，它“被认为理所当然而没有做出规定” 。我们都知道，“找法”的过程即为逻辑学中“三段论”
的推理过程，法律规定是大前提，这里的“法律规定”一般指法律条文。但是，当法律条文中并未明
确规定某种行为的法律性质时，我们应当怎样判断这种行为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呢？这个时候我
们的判断就应当引用原则：在原则的范围之内，该行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旦该行为违背了原则所
表达的精神，那么它就是不被认可的。           实际上，原则在民法典中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后盾”的作
用，它约束具体的法律条文，同时从法律条文中被推导出来，甚至可以直接适用。由此看出，“原则
”的存在同样有其意义，它的地位等同于——甚至凌驾于法律条文之上，是为民法的“丝纹”。最后
谈谈民法的概念和术语。我没打算花很大篇幅说它——因为我和普通学者一样，一直在忽略概念与术
语的重要性。我记得我四年前刚接触法律的时候，觉得法律晦涩难懂，主要工作就是学习相关概念与
术语，当学习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对这些东西反而不是很在意了。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别人问我“合
同是什么”，我不会回答他合同的概念——因为我不记得了，取而代之我会告诉他合同的几大要素是
什么——显然这已经偏题了，但对方一定不会深究。我个人认为，能够轻易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死记
硬背教科书来表达出某个法律词汇的含义的人反而不是初级的学者，专业用词往往比较难懂，只有脑
子里对这个用词有了全方位的认识，才能用自己的话去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此外，民法的组成部分
还包括一些法律解释与判例，但是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法律解释与判例并不构成民法渊源。但是，法
律解释是对法律术语、原则与条文的释义，判例则是对各种术语、原则与条文的现实演绎，二者将专
业变为通俗，让枯燥的法典成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是学习民法的非常好的工具。民法背后：艺术品
的设计者。星野先生在书中的第三部分向一些法学大家表达了他的崇高敬意。这些法学家就像是民法
的“设计者”，他们有一些思想与理念逐渐被传承与改进，其中有一种态度被称作“民法精神（Legal
mind）”（有人认为把它翻译成“民法思维”可能更合适），在星野先生的书中，他将“民法精神”
定义为“依靠法律处理一定的社会事态状况、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能力”。这与设计师设计艺术品时的
“设计理念”类似：一件艺术品的赝品可能拥有与它相同的材质与工艺，但是“真品”与“赝品”的
区别在于前者在于“它是谁”而后者则是“它像谁”——好的事物背后会有一种或多种精神支柱，不
管这种精神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把“精神”抽出来，就像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成了“行尸走肉
”。一个好的设计师会把他的态度和想法与无机的工艺与材料结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件艺术品——
我更乐意将艺术品的出现称为“诞生”，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生命的。 这与法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
们的书柜里存放的法典虽然是由令不少人反感的法律术语与各种条文组成，但是它的编写者是拥有“
法律素养”与“法律精神”的人类，法律术语、原则和条文所传达的内容也是人类所赋予的，它是国
家意志的体现、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从法学角度来说，它是法学家们的智慧集合。各种语言与文字
是它的载体。再以“合同”一词为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写法与读音，在中国它是“合同”，在
英美它是“contract”，在日本它是“契約（けいやく）”⋯⋯然后在每个国家或地区它还有其他不同
的含义，这些含义可能与每个国家的历史、习惯或民族有关，这让我觉得很奇妙，就如同我在中国看
到故宫，在美国看到拉什莫尔山，在日本看到江户城。在本部分，星野先生着重向我们介绍了我妻荣
先生与中川善之助先生，二人都是二战及二战前日本民法学界的泰斗。我妻先生研究财产法领域，并
且主要进行德国法的相关研究与判例研究；中川先生则主攻家族法（在中国，“婚姻与家庭法”与其
类似）领域，被誉为“现代家族法的创立人”。然而我是中国法律的学生，我想研究中国的民法精神
与民法学家对我而言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至于第四部分，我还没有进行阅读，看题目大概是说关于
民法的一些新问题，包括法人、家族领域的完善与修正，在以后的时间我会继续将它读完。最后，这
本书确实给了我不少新的启示，在此向星野英一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3、注：带有双引号的语句系对原译文的摘抄，不带双引号的语句系在原译文基础上，进行的总结或
加上了个人理解。【本人的摘评】一、【普通学习方法VS第二种学习方法】所谓普通的学习方法，是
指表面上客观地对民法进行理解分析，实际上仅仅坚持个人的立场，同时仅对现有知识进行系统性理
解（P3）。“刚才所说的学说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其理解、想法的不同是第一分歧点，关于法律条文
的解释部分是以后的问题。但是，在众多的法律条文解释中，草率地批判他说，推崇几说的写法我认
为是不好的。另外，没有十分认真地考虑与法律条文的关系而提出的所谓“一般说法”也同样值得怀
疑（P70：学说与法律条文）。”“在解释的过程中，大概就会出现解释着赋予其意思的情况，或者
说不得不赋予的情况。所以，只有唯一一种正确解释的情况很少，因此，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种解
释......我们应该努力做出妥当、让各位读者都能接受的解释......各种解释为何会有分歧，是因为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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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想法上的不同，在重视哪个要素上有不同，有哪些不同的结论而出现了分歧，清楚地理解每个
分歧点是很必要的。而且，只得意洋洋地论述一家之说的学者，作为法律家是缺少资质的（P85—87：
法律条文的解释）。”因此，“不要固守一种看法，要将之相对化，要拥有经常思考也许有不同看法
的治学态度，我认为这样的治学态度对于今后的学习非常重要（P50）。”所谓另一种学习方法，其
目的是，“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培养敏锐的判断力和发现问题能力的重要性（P5）。”“如果法学院的
学生没有这样的想法，只埋头学习法律解释的理论，甚至只是单纯地死记硬背教科书，那么，将来很
可能是一个只会简单操作法律技术的人，而不是具有自我反省精神的法律学人(P25：学习民法整体形
象的目的）。”首先，要在民法内部，将不同的制度加以定位，并在貌似独立的它们中找到联系（P4
），“在某些情况下，有关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产生的原因、抽象性规定、规定本身的前提和结果是
相互并存的。因此，整体地把握各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在民法中的意义及其所处的地位，并将它们
牢记在心中，这对学习民法是有好处的（P64）。”“好好学习原则，并牢记法律条文与原则的关联
，是民法的学习基础......比如，不将法律行为和侵权行为联系起来理解，无法掌握民法的全体像，也
就导致对每个部分的理解不够充分（P116：原则的学习）。”详见下图：图片无法上传，略...其次，
要在外部对民法的整体形象进行考察，比如日本民法在社会中、法律体系中、世界民法中的位置，以
及民法史，民法内容、民法典体系等。“因为法律性质稍有不同，对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的学习
自然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法律条文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比如宪法中的抽象理解、演绎推理居多。总
之，因法律使用的社会领域不同，由此产生的各自理念的不同，解释的方法也多少有些差异。从民法
的性质来看，民法的解释需在较温和的环境中进行。这对一提到法律就联想到宪法和刑法的初学者来
说可能有些难度，但其基本本质是相同的，从法律条文出发或者从法律条文中没有但大家普遍认可的
大原则、大前提出发，把它适用于具体的事实并得出结论这一模式，适用于所有的法律（P89：不同
法律的学习方法）。”二、外部整体形象的具体内容（一）民法的含义、作用及引发的问题民法的含
义：分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在社会中实际所运用的规范，另一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民法的
作用：第一是对日常行为进行规范，第二从社会整体的视角来看，民法与规定国家根本组织形式和制
度的宪法相对应，是规范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以及行为等的法律。由上文段引发的两个问题：Q1:民
法是否真正规范了日本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呢？A1：只要日本继续实施资本主义制度，规范社会基本
构成的法律就只能是民法。Q2：民法是对国民日常生活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还是说是通过法的形式
所形成的国民的这种法的意识呢？A2：因为这一问题包含了民法的具体规范在贯彻实施中的实际情况
，还包括日本国民是否能意识到民法在规范私人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意味着包含了“日本人的
法律意识”。从民法在社会基本规范和组织形式中的作用来看，虽然与买卖风险相关联的民法规定在
现实中实施起来事与愿违，但基本的买了东西就得付款的基本规则还是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关于“
日本人的法律意识”，日本与其它国家相比，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是一个“社会秩序稳定
、危险性低”的国家，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国民的民法意识明显比西欧诸国淡薄（这么说来，我国在
这方面比日本更淡薄）。（二）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法律设定权利义务的方法和实现权利、履
行义务的方法这一点出发，可以考察民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设定权利、义务的方法，包含法律直
接规定、行政权规定、合同约定三种形式，民法则主要通过第一、三种形式进行。实现民法的权利、
义务，原则上需要通过法院（禁止依靠自力救济的原则），行政法则与之相反，有时也可由行政主体
自己来行使。因此，从法律效力而言，刑法的力量最强（间接方法实现权利、义务，即刑罚），其次
是行政法，最后是民法。(三）民法典的编纂方法德国民法典（潘德克顿体系），由总则、物权、债权
、亲属、继承5篇组成，以德国民法学的积累为基础，编纂方法有很强的理论性，使用了“民事法律
行为”这样的抽象性概念，法律技术性很先进。法国民法典（法学阶梯体系），由人、财产、取得财
产权的方法三部分组成，以汇总习惯法的著本为蓝本，编纂方法比较具有常识性，用语和法律条文的
写法也通俗易懂。（四）民法内容（P21）制作的树状图无法上传，略...三、民法的其它法的区别与联
系（一）与行政法：行政机关单方面设定了加给对方的义务，它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强制实现权利，
即行政自力救济。民商法在技术上的方法是，义务系法定或约定，但最终权力的强制性实现只能由法
院来定夺。（二）与劳动法：在学习过程中，将“市民全性质的”和“社会法性质的”思维方式进行
对照，不仅有益而且必要。（三）与宪法；民法、宪法拥有的共同基本原理是，它们都以人的尊严为
中心来加以考虑。宪法中的人权规定难道不能同样适用于私人之间的关系吗？宪法学者围绕是否应直
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展开了讨论，后者可以理解为，宪法并未直接规范私人之间的关系，适用该问
题的规定的解释是以宪法的宗旨为依据的。之所以提出该问题，是因为日本宪法规定了平等原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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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法院作出的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继承份额一班的法律规定属于违宪的判例，但最终最
高法院做出了合宪的判决。另外，下级法院也就男女退休年龄不同而作出违宪的判决。在宪法和民法
关系方面，以这些判例作为契机的民法乃至与这些行为相关联的宪法的人权规定就出现了问题（P34
）。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在民法中对于私人关系也能主张人格权。从法律实证主义出发，因为日本民
法中没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所以，人格权在民法中就不会存在（P36）。然而，对于人格权，法院
虽不承认其一般性，但在个案中却承认各种人格权。目前已经有判例认可了对人格权侵害的损害赔偿
以及基于侵害人格权所导致的停止侵害的诉求（P42）。因此，与其说它适用于私人间的关系，还不
如说它拥有基本的法律原理，人权在宪法中是公民作为对国家主张的权利，在民法中是公民作为对私
人主张的权利而存在。宪法和民法虽然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上下关系，但是，因认可这些法律的
实质价值与以人权为中心的思考方法同出一辙（P38）。对于非婚生子女继承的问题，主张违宪的学
说比较多，作者认为基于人类尊严的平等也应该作为民法的基本价值而被认可（P42）。总之，宪法
的人权规定先于民法，所以自然会产生是否有必要考虑将宪法的人权规定在私人之间具有效力的问题
（P46）。作者认为，超于两部实证法或者从两者之间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等方面研究的见解
非常到位。在我国，由于侵权法中明确规定了侵犯人格权的侵权责任，则不存在上述问题。在论述民
法与其它法学学科关系时，作者重点论述了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虽然我国就上述规定与日本不同，但
我认为这种比较的思维方法有用，所以也摘抄了下来。同时，我将作者最终的结论理解为，并非民法
的每一规定都源自宪法，但它们的基本价值是相同的。四、法律条文（该义包含判例）由于解读的对
象是法律条文，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方法的人都主张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对民法的论争都是围
绕法律条文而展开的。诸多法律条文的整理、归纳的工作从被解读了的法律条文出发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学家就是从法律条文出发，再回到法律条文。法律条文中包含了对人与人之
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对前提的规定（比如何谓“未成年人”）以及关于消极性结果的规定。判例与法
律条文的关系是：也有判例承认法律条文中没有的社会制度，建立判例上的制度的情形，有时甚至要
阐述与法律条文的语法意思内容完全相反的法制规范（P69，我国似乎没有这样的判例吧？）。适用
法律条文的摘录，见第一位网友的摘录。“在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文的过程中，要适用三段论法的推理
形式。针对要审查的社会现象寻找适用的法律条文至关重要；找到适合的法律条文后，要审查该条文
中所包含的要件，弄清这些要件所包含的意思（即解释）；然后逐一审查有无符合要件的事实存在（
事实认定）；如果存在符合要件的事实，就可适用这一法律条文，最终得出结论（P77）。”关于对
条文的解释，作者认为客观目的解释（即现在的宗旨）是决定性的解释手段。“学生应当以法律条文
为中心，阅读教科书理解法律条文，然后再根据法律条文来理解教科书中所写的内容，如此循环往复
地学习。在此期间，也有必要从某种程度上知道一些与法律条文的意思相关的权威性解释的判例
（P87）。”五、法律条文中没有的民法原则其分类主要有： ⑴民法典中内在的表明其价值的内容，
即社会常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 ⑵纯粹的法律技术性原则，不包含社会的价值
判断。无效行为不产生效力。 ⑶介于二者之间的类型，略微带有价值判断。任何人都不能向他人转移
不属于自己的权利。 法律原则的作用，以“任何人都不能向他人转移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为例，甲被
乙欺诈/强迫，把属于自己的不动产卖给乙，并转移了登记。乙又把不动产卖给了丙并转移登记，并且
丙是善意的。甲此时可以要回房子吗？似乎日本法律与我国不同，在欺诈的情况下不能要回房子，但
在胁迫下可以要回，即使丙是善意的，因为后者根据的就是上述原则。作者以此说明有些原则在民法
中没有规定，但是处理案件过程中的重要性。六、法律用语、概念“不能只死记硬背枯燥乏味的法律
词汇，更应结合其实际上所指的事情和它实际所起的机能，从更加立体的角度来说明法律词汇 (P127)
。同时,有很多法律用语以及概念在多条法律条文中出现，这也有助于我们把多个法律条文整括起来，
对其进行立体化理解（P130）。一边学习，一边联想那些用语是用于处理什么样的事态和怎样处理的
，具体用来解决何种纷争和如何解决的，这样会使其理解起来简单一点（P134）。不能仅抽象地理解
法律用语及法律概念的内容，理解它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分别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机能也
是十分有必要并且有益的（P137）。教师应对用语的变革、起源也要做下说明（P138）。更笼统一点
，法律的学习就是在学习具体的案例的同时，研究一下包含这些知识的一般理论，然后再通过具体的
案例来确认以及应用这些一般理论，如此反复而已。如果一开始就学习理论，那有点过于抽象（P135
）。”七、判例本书的“判例”是指从众多判决中由最高法院的调查官筛选出来而形成的判例，录入
《六法全书》之中。“并非所有法院的判决都是正确的，也并非是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就拥有同法律
相同的权威，虽然在下级审法院中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全盘接受并服从的法官大有人在，但也有批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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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法官（P163）。”作者认为，从一审判决开始，认真地阅读，并进行训练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诉求、答辩、反诉、法院的认定涉及的事实与理由等。“基于此，去认识诉讼乃至更加广泛意义上的
法律争议时怎样的东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法院来解决，领会事实认定的方法和法院的法律解释是
怎样进行的。也就是说，弄明白法律条文是怎么样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的。通过这样的学习，就能够养
成法律思考的习惯（P167）。”八、法律精神（法律思维）作者认为，法律精神是指依据法律（一方
面依靠法律，一方面依靠社会的力量妥协）处理一定的社会事态、状况、各种各样问题的能力。我将
其内容按顺序概括如下：1、案件事实；2、依据事实找到的法律条文，一定要弄明白什么样的情形就
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条文，案件是否具有和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要件相吻合的事实，这就是“事实认定”
；3、法律精神中包含的思考方法；4、法律精神中包含的判断能力（包含前文所指的批判精神）；5、
从法律条文的角度出发，将法律条文整合到一起后，依据法律条文来展开辩论；6、敢于辩论，也是
法律精神的组成部分。
4、其实民法理论并不高深，关于是看什么人学什么人写。星野英一的书属于那种小学生都能够看懂
的书，在这里，所谓民法的博大精深的抽象理论，显得是胡吹，用来吓唬外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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