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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 北京万国学校 合同法是民法的精髓所在，也是司法考试

的传统分值大户，虽然近年来分值有下降的趋势，但其在司

法考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以下结合我的辅导经验，就合同

法的复习谈三点体会。因效颦于王国维先生的学问“三境界

”论，故称之为“合同法复习的三境界”，供学员参考。 一

、根基－－法条 法条是司法考试的命题依据与解题依据，是

司考不容置疑的核心，是司考的命脉，对合同法尤为如此

。2005年，合同法部分共有题目8道，单选题3道，多选题5道

，占13分，内容涉及缔约过失、合同成立、合同解释规则、

保证期间的性质、连带保证、试用买卖、承揽合同、无名合

同等，其中合同解释规则、无名合同主要涉及理论，其余部

分仍是考核法条。整个合同法的复习，就应围绕法条展开。

以此为指导思想，合同法法条的复习应分为三阶段： 第一，

教材阶段。看教材是为了为看法条打下基础，而不是为了拿

分。司考指定教材编得极其没有针对性，靠看教材通过考试

是天方夜谭，拿分只能靠法条。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看法条？

因为直接看法条是万万看不懂的，没有对合同法基本术语、

基本制度、基本理念的大体概念，法条中许多词语会只识其

字不明其意，而且由于胸中毫无框架，法条稍一多看就会有

散乱之感，看得越多越会引起混乱。所以，复习仍须以教材

为始。看教材时，牢记此时只是为下一步打下基础，拿分过

关不在此刻。故不须死记硬背什么，而是要以理解为主，理



解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并体会合同法中意思自治、身份平

等、诚实信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基本精神。 第二，法条阶

段。主要功夫应用在此时。切记看法条要从头到尾地看，不

要有遗漏。许多辅导书上对合同法重要法条放在一起进行了

总结分析，并把相关法条进行了归纳与类比，这些很有帮助

，但一定要记住，这些总结与归纳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对

法条有通盘掌握基础上的。点睛是在画龙之后才有此一笔，

若全龙尚无，只有此一笔点睛，便不成其为画，也毫无价值

了。归纳类比是对法条有了全盘掌握之后，打破章节、框架

界限的一个融会贯通的作业，而若无全盘架构，何谈融会贯

通？所以，合同法法条一定要从头到尾、一条不落地看，在

此基础上，用自己的总结与他人的总结进行提高。 举例说明

从头到尾看法条的好处。甲向乙欠款1万元，将自己的一套高

级音响交付给乙设立质押，后因不可抗力致音响被毁，风险

如何承担？许多考生知道合同法第142条“风险随交付转移”

的规则，于是认为既然甲已对乙完成交付，应由乙承担损失

。然而，如果我们是从头到尾地看法条，就会注意到，第142

条是分则买卖合同中的一条规定，而不是规定在总则中。这

就意味着，“风险随交付转移”的规则只适用于买卖合同，

对其它合同并不适用。在非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合同中，

“物品损失，物主承担”是当然之理，故本题应由甲承担损

失。 在法典篇章结构、相邻法条之间的关连中，蕴含有许多

重要信息，从头到尾地看法条，我们就不会遗漏它们；而且

有利于我们形成整体框架，为第二境界的体系化工作做准备

。 第三，做题阶段。考试考的是考试水平，考试水平与实际

水平从来就是两张皮。当法条阶段完成后（即至少把合同法



及司法解释看了三遍），实际水平已经形成，以下的作业就

是要尽量把考试水平这个“虚高”提上去。提高考试水平的

最佳方法，就是做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其中，真题是首

先要做而且要做熟的。做真题之外的模拟题时，由于市面上

的题集良莠不齐，差的题集做起来有损无益，故一定要注意

题集的质量。任一道题做错了，都要找到法条依据，无法条

依据的找到理论依据，然后把错题集中，便于以后常常浏览

，一个盲点一旦发现，便彻底清除。 教材阶段是完成战略包

围，法条阶段是聚歼敌军主力，做题阶段是追剿敌军残部。 

二、进阶－－体系化 大陆法系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系化，

各个概念、法条、制度构成一个金字塔状的结构，相互关连

，次序井然。合同法尤其如此。合同法复习虽以法条为核心

，但切忌看法条看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合同法本来就是

一张网，只是为了编纂法典方便，才把网上的一个个点在形

式上、或者说在想象中分割开来，给予编号，便于利用。那

么，我们也应把法条还原到网中去认识和把握。 合同法分总

则与分则，总则无非是按照合同的自然生灭变更过程分为：

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保全、合同的变更与

解除、违约责任六部分；再细分，如合同效力，无非有效、

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四个问题；再细分，如效力待定无

非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越行为能力签订合同、无权代理

、无权处分三种情况；再细分，如对无权代理考试无非考察

追认权、对相对人的保护、表见代理三个考点，其中最重要

的，是表见代理；再向下细分，表见代理无非四个要件、一

个效果；四个要件中，百考不厌的，是何为第三人“有理由

相信”？具体分为有交易习惯与无交易习惯但有证明文件两



种情况，同时排除盗用与借用证明文件这两种负连带责任的

情形。如下图： 订立 有效 效力 无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

越行为能力范围签订合同 合同法 履行 可撤销 追认权 总则 保

全 效力待定 无权代理 相对人的保护 无权代理 变更解除无权

处分 表见代理要件 有代理权外观 有交易习惯 违约责任 效果 

有理由相信无交易习惯而 为法律行为有证明文件 复习合同法

，一定要象这样胸中有全局框架，再向下一层一层地充实。

复习到最后，若要宏观，可以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勾勒出合

同法的整体框架；若要微观，可以沿着一条条枝蔓线索追寻

到一个个知识点。这样，在复习中，遇到新的知识，便知道

把它放在那里，越学体系越完整，脉络越清晰，而不是越学

越杂乱混淆；在考试时，遇到选择题，就可以顺藤摸瓜，直

追到点；做大的分析题，就可以象一个中药辅掌柜，知道在

大而有序的药柜面前，打开哪几个抽屉取药去配药材。 三、

通明－－理论 如今的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理论性与综合性

。直接考法条识记的越来越少，大量合同法题目，都是以案

例形式出现，考察对法条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此时，若无相

当的理论素养为基础，对法条准确自如的运用就很难。更不

消说，每年都有一定的无直接法条依据的题目，更是直接对

考生的理论能力提出了要求。 举例说明，2004年卷四第二大

题第3、4小题，考察一房二卖中合同的效力与所有权转移，

该题无直接的法条依据。这是一个百考不厌的考点，该题

与99年试卷二42题－－一幅名画的一物二卖，02年试卷三59

题－－一幢房屋的一物二卖，命题点与命题思路都是完全一

样的。以上题目都建立在一个理论基础之上，即一个物权变

动模式：“合同＋公示方法＝物权变动”。凡因合同发生的



所有权设立、变更、消灭，都须遵循此模式，即有效合同与

公示方法（登记、交付）两要件同时具备，才能变动所有权

。若欠缺公示要件，则导致所有权变动不发生，但并不影响

另一要件，即合同的效力。在一物二卖情况下，只需根据此

模式牢记三点：其一，所有买卖合同均有效；其二，有公示

的取得所有权；其三，无公示的根据合同要求违约责任。则

一切一物二卖的题目，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无法逃脱手掌。 

物权变动模式的运用不止于一物二卖，03年卷三第8题是一道

关于用益物权设立的题目，“甲为了能在自己的房子里欣赏

远处的风景，便与相邻的乙约定：乙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

高层建筑，作为补偿，甲每年支付给乙4000元。两年后，乙

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丙，丙在该土地上建了一座高楼，与

甲发生了纠纷。”该案如何处理？乍一看无直接法律依据，

许多考生便不知如何入手，实际上该题运用物权变动模式就

可以迎刃而解。乙为甲设立的是地役权，地役权是用益物权

，其设立便须遵循物权变动模式；甲乙之间只有合同，无公

示方法即登记，所以，地役权并未设立；答案选A，“甲对

乙的土地不享有地役权”。 以上可以看出，物权变动模式的

掌控范围极广，它是要为所有因交易发生的物权设立、变更

、消灭建立一个共通的模型。通过此模式，我们就可以清晰

地判断，一项交易是否能够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以及何时

产生物权变动效果，并清晰地区分一项交易在物权法上的效

力和在债权法上的效力。 合同法中有许多这样隐藏的线索，

它们衍生了无数规则、法条和考点，它们犹如一根根若隐若

现的红线，把合同法中貌似不相干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保障

着合同法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些理论线索犹如任督二脉，一



旦打通，就可以使我们的功力提升一个层次。在考试时，这

些理论指针犹如北极星，使我们在茫茫如海的题干信息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迷失方向。 司考越来越科学化、规范

化，科学规范的法律是理论的，科学规范的司考也必将是理

论的。 综上所述，法条是根基，体系化是进阶之道，通过理

论达到通明之境，代表了合同法复习的三层境界，事实上，

也是民法复习的三层境界。法条是核心，是材料，以体系化

的方法将其形成格局、筑成结构，再以理论融会贯通之，此

乃合同法及民法复习的至善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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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