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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示] 民法的调整对象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商品经济关系

。马克思说过，罗马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法

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

）所做的无比明确的规定。”恩格斯也说过，“民法准则只

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民法其实就是国家以强制力来保障商品经济正常运

作的最一般的社会行为规则。 正是由于民法的产生和商品交

换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反映市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所以恩格斯也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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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

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

律。”人们在商品交换的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这种共同规

则，后来就发展成为了今天所谓的民法。所以，民法作为调

整商品经济生活的最一般的行为规则，是调整商品经济，促

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民法的

精髓应当并不难。 毋庸置疑，我国《民法通则》同样也是反

映了市场经济关系的最一般的行为规则，其既调整正如马克

思所说的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的监护人，又调整市场经济交

换的对象，即对各种商品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还调整进行商

品交换的最典型的法律形式，即合同和债。因此，《民法通

则》继承了罗马法“三分法”的传统内容，其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人”、“物”、“债”三个字，非常容易记住。 但民

法“博大精深”，广义民法的具体内容除了要包括自然人、

法人、非法人团体；还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当然少不了合同，侵权行为，人身权；也离不开专利、商标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同时还离不开婚姻，继承；再加上商

法，各种“经济法”中有关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等。

不但其理论玄妙，寓意深远；而且逻辑严密，结构清楚。 而

且大家都知道，在宪法中，有关财产权利和经济制度的那些

基本规定，实际上要在民法中才能得以具体化；而在刑法中

，由于目前有关财产的犯罪愈益增多，不弄明白其中的民事

法律关系，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搞清楚那些与其相关的刑事法

律关系；再就所谓的经济法而论，其中除了一些经济行政管

理法律关系外，不就是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吗？国际私法简

单地说，其实就是一个适用外国民法的问题；而国际公法与

民法都起源于罗马法。所以显而易见，只有学好了民法，掌

握了民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概念，才能学好并掌

握其他法律部门的知识，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所以有人说，

“通民法者，过司考。” 我以为，虽然绝不能说，学好民法

的人就绝对可以通过司法考试，但绝对可以说，“不通民法

者，肯定过不了司法考试。”可见，掌握“三基”的要点，

无疑是任何一个想学好民法，通过考试的初学者的基本前提

。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整个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最狭

义的民法，即“人、物、债”三部分，不包括婚姻、继承，

也不包括合同法，一般最少也要讲100课时左右。如果包括知

识产权等，在很多学校中，广义民法的内容超过了200课时，

甚至更多。因此，我们要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同学们平



常大约数百个课时才能学好的课程复习一遍，对讲课的人来

说，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对听课的人来讲，也并非一

件轻松的事情。 特别就参加司法考试的人来说，由于大家学

历差别很大，既有本科生，也有专科生，还有硕士，甚至博

士，所以，我们只能以串讲的形式来帮助大家复习。坦率地

说，在短短的这点时间内，我们这种串讲能起的作用，仅仅

是把平常大家已经学习过的民法中的那些“三基”，也就是

我们民法学习中，当然也就是考试中最基本的内容，给大家

作一下比较系统地复习。串讲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更熟练

地掌握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民法理论的基本体系，使大家对

我们需要复习的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有

一个比较概括和简约的深刻印象，这就是我们的辅导真正能

对大家所起的作用。 所以，针对时间紧、内容多的客观限制

，我们只能结合司考的基本特点，通过一些典型的小案例，

围绕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来辅导民法。实际

上也就是让大家知道，作为一个考试的参加者，你应该把握

的，老师可能在哪些要点上，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来考你。 

这里要注意的还有，对深感案例分析难以掌握的人而言，案

例考试其实就是考察人们掌握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的能力，

亦即所谓“考案例即考法律关系。”故牢记考试要点，把握

理论体系，熟悉考题类型，无疑是民法复习，以至于整个司

法考试复习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民法考试的出题

，历来是“大重复，小不重复”。故坚持系统复习，绝不寄

希望于猜题或压题，恐怕是每一个已经通过考试者的人对初

试者最实际的忠告了。故请记住，正因如此，无论您在民法

的复习中下多大的功夫，都不为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