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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因而属于历史文化的范
畴。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至特定文明阶段的产物，并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状况相对应，相联结
。
当今研究法律文化的学者不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法律这个现象，从民族、地域等不同的视角研
究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
作为开放教育本科阶段的通识课教材，本书以&ldquo;法律文化导读&rdquo;命名，表明了编写本教材
的出发点，我们不能去研究法律文化本身，不能用学者的眼光来看这个还属于法学研究领域中比较前
沿的话题。
　　本书的编写意图是要将法律文化的载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引导大家去认识法的产生、发展及
现行面貌。
&ldquo;国学大师&rdquo;钱穆先生曾说：&ldquo;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rdquo;法律也正是如此，由文化问题产生，也将由文化去解决。
如何解决，我们不去探寻，我们只将表现为文化的法律本身呈现在读者面前。
　　《法律文化导读》一书由饶文平主编。
参加编写的同志（依章为序）：第一章、第三章、第七章、第九章第一节，饶文平；第二章、第四章
，雷艳珍；第五章、第九章第二节，苏艳英；第六章、第十章，李文渊；第八章、第九章第三节，郭
威。
饶文平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本书参考和借鉴了有关书籍，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湖
北广播电视大学基层工作教务处及导学中心的领导与同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
谢。
本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ldquo;法&rdquo;这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对每一部分法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该部门法的文化痕迹，并在体例上作了创新。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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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文化导读》的编写意图是要将法律文化的载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引导大家去认识法的
产生、发展及现行面貌。
&ldquo;国学大师&rdquo;钱穆先生曾说：&ldquo;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rdquo;法律也正是如此，由文化问题产生，也将由文化去解决。
如何解决，我们不去探寻，我们只将表现为文化的法律本身呈现在读者面前。
　　《法律文化导读》一书由饶文平主编。
参加编写的同志（依章为序）：第一章、第三章、第七章、第九章第一节，饶文平；第二章、第四章
，雷艳珍；第五章、第九章第二节，苏艳英；第六章、第十章，李文渊；第八章、第九章第三节，郭
威。
饶文平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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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所应
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
它具有强制性、财产性、补偿性等特征。
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对民事责任进行不同的分类，常见有如下5种：合同责任与非合同责任、双方责
任与单方责任、共同责任与单独责任、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
民事责任不同于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无义务就无责任。
 民法保护民事权利主要通过两个途径：（1）确认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保障民事权利的行使和实
现。
（2）民事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对方当事人作为或者不作为义务的履行。
如果当事人不履行民事义务，则通过民事责任制度强制其履行义务，以确保民事权利的实现。
民事责任是保护民事权利，促进民事主体履行民事义务的重要法律手段。
 资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一）具体民事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 是指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一方因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
的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违约责任，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等民事法律后果。
 2.违约责任 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等民事法律后果。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其免责事由则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和免责条款。
 3.侵权的民事责任 是指民事主体对其侵权行为所承担的民法上的责任。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
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的行为。
侵权行为可以分为单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单独侵权行为不发生连带责任问题。
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即无责任；特殊侵权行为实行公平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无
过错责任原则。
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包括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产品责任、高
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污染环境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地上工作物致人损害、饲养动物致人
损害、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
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的过错、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受害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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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文化导读》的编写意图是要将法律文化的载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引导大家去认识法的产生
、发展及现行面貌。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法律也正是如此，由文化问题产生，也将由文化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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