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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民法典与中国法治新征程

当罗马在位于地中海与亚得里亚海交汇处的亚平宁半岛兴起时,希腊文明已走过她的辉

煌年代。透过希腊哲学、艺术、建筑以及民主制度投射在历史中的背影,罗马选择法治作为立

国基石。《十二表法》是一个起点,随着罗马将她的势力从一个城邦扩展到横跨欧亚非的帝国,

罗马法律观也散播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像野草一样生长。剑桥大学古典学家MaryBeard指

出,道路、法律和公民身份,建构了罗马帝国。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法典编纂,是罗马公民身份体系化的规则表达,是罗马市民人格生长的土壤,是罗马共同体建

构的系统工程。可以说,不是罗马成就了民法,而是包括民法在内的法律成就了罗马。

民法对国家的建构功能是通过建构市民的人格而展开的。共同体是由人组成的。亚里士

多德在谈到希腊城邦时说过,城邦不是由城墙围合的空间,而是分享权利并分担义务的人的集

合。市民或公民的人格,决定共同体的灵魂。民法是关于人的法,它调整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

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市民人格不过是这些复杂关系的总和。民法典

就是市民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肉身。

欧洲民族国家起起落落,政治地理版图大开大合,不仅有枪炮和战士搏杀的身影,也有民

法的竞争。枪炮是硬实力,民法是软实力。通过民法典编纂来系统性地宣告一种有吸引力的

生活方式,不仅可聚拢本土民心,亦可吸引异邦人心,在根本上,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国家整合

和竞争策略。《拿破仑法典》以及其后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等等,一
定程度上都是对罗马法建构功能的模仿。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主导的工程,这反映出国家对民法所具有的市民人格塑造和国家整合

功能的高度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重申了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战略决断。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有了巨大发展,但市民人格塑造和国家整合的历史性命题,在四十年后改革

再出发的端口,也显得越发紧迫和必要。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性时空节点,民法典编纂的国

家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是对前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回望和盘点,它是对社会变迁背

景中市民生活方式的反思和重述,它是对市民人格和精神气质的体系性导引,它是对市民生活

社会法律基础的加固。在探寻共和与法治历程的百年求索中,民法典并非横空出世,也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民法典汇聚了几代法律人的梦想和努力。一路走

来,披星戴月,风尘仆仆,而念念不忘,终有回响。这是法律人不断求索的结果,更是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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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断。

国家主导的民法典编纂,必然贯彻和体现国家意志。强有力的国家意志与市民人格之间

具有二元张力。一方面,国家意志及其力量,是发展市民权利和自由人格的必要手段;另一方

面,国家意志及其力量,也可成为侵害市民权利、压制人格自由的潜在威胁。无论是公民人格

尊严、意思自治、财产权利,还是信息化时代的隐私和安全,都折射出国家与公民之间此种复杂

的二元张力。面对国家意志与市民人格之间的张力,需要以民法培育市民人格,更需要以宪制

塑造国家品格,二者缺一不可。

市民生活在国家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国家之中,市民即国民,

国家对法治和市民的态度,决定了法治的品格和国民的人格气质。国家如何看待和对待市民

权利,是法治的根本。孟德斯鸠的名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赋
予了民法一种温情和浪漫主义色彩。但不无反讽意味的是,他写这段文字所讨论的问题,恰恰

是国家对私人财产的征收。财产征收(EminentDomain)是主权与私人权利冲突的典型领域。

国家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何种程序、何种公平来处理冲突,决定了民法眼中的光,到底是慈

母还是严父。

现代国家早已超越了罗马时代的国家功能,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民族国家也大不相同。在

当今的“行政国家”时代,公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生活全方位渗透,编织起权力对权利影响和制约

的关系网络。技术手段的跃迁,强化了公权力对个人和社会的全方位管理,甚至可能催生“监
控型国家”的兴起。在这个背景下,藉由民法典编纂而宣告和重申权利,尤为必要;但对权利保

障而言,却远非充分。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工程,在这个系统中,民法典编纂只是局部,只是依法治国这一

国家治理基本方略和蓝图的部分展开。权利保护和自由人格塑造的命题,惟有安顿于以“依宪

治国”为引领的法治国建设的大系统中,方得求解。

民法典编纂是集法律界几代人心血和努力而成就的盛事,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法治建设历

程的一个重要节点。为庆贺这一盛事,本刊推出“国家治理与民法典”专题。这里刊印的专题

文章,映射出法律学人对民法精神和法治信念的执着和向往。法律人的信念和坚守,型塑着这

部关于人的法典的品格,但这项立心立命的事业,还需经受时间和生活的考验。民法典是市民

权利的宣言,但市民权利如何从宣言成为生活实践,任重道远。生活体验比法典编纂更重要。

民法典应是一个法治新征程的开始。
《中外法学》主编 王锡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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