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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财产日益增多，夫妻间之财产关系日趋复杂。
尤其是在离婚率逐年增高之今日社会中，如何妥善处理离婚时之夫妻财产关系，更是一大问题。
因此，夫妻财产制之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又由于两岸人民之交流日渐频繁，从而衍生出诸多婚姻家庭问题，为此，实有必要介绍台湾地区亲属
法的规范内容与理论架构。
今配合中国大陆婚姻法之修正，乃将拙著“家族法论集（二）、（三）”中有关婚姻法、离婚法、亲
子法等论文，抽出汇集一册，名曰《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与另一本论文集《夫妻财产制之研究》，
同时在中国大陆出版。
此二论文集，系作者早期之论著，见解不够成熟，在所难免，尚祈法学先进不吝指教。
若能有助于两岸之学术交流，则当感幸甚。
于两岸婚姻法学研究之学术交流中，得以认识巫昌祯、杨大文、陈明侠、夏吟兰、田岚、雷明光等诸
位教授，感到非常荣幸，对他们在婚姻法领域研究之贡献，表示敬意。
由于中国政法大学王文杰博士的热心联系，本书才能顺利在中国大陆出版，于此表示谢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本书之出版过程中，提供相当大的协助，谨此致上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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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家庭法之研究》包括夫妻间之恶意遗弃 、不治之恶疾、不堪同居之虐待、有责主义、破绽主义
与有责配偶之离婚请求等十八章内容。

自从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财产日益增多，夫妻间之财产关系日趋复杂。
尤其是在离婚率逐年增高之今日社会中，如何妥善处理离婚时之夫妻财产关系，更是一大问题。
因此，夫妻财产制之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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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台湾地区之学说1．一般而言，因他方配偶通奸而受有财产上之损害时，得依第184条向相奸人
请求赔偿，此在学说上或实务上均无异论。
但关于精神上损害之赔偿，则有肯定与否定二说。
采否定说之学者有谓：“在民法上，除因通奸而诉求判决离婚者，得依第1056条第2项之规定，请求赔
偿非财产上之损害外，仅因通奸而请求通奸者及相奸者给付慰抚金，以赔偿精神上之损害，尚无明文
之根据，故不能与法日之学说判例为同一之解释。
”［1］从法条之规定来观之，此说之见解并无错误之处，但从民法赔偿被害人损害之精神来观之，
则对于被害配偶似有保护不周之嫌。
仅注意到法的安定性，而忽略法的具体妥当性，是此说的缺点。
亦即局限于有限条文之规定，坚持“恶法亦法”之主张，而不对法条作适当之解释与活用，以致无法
保护被害人之利益，而违背民法之精神。
因此，此说恐难赞同。
另一采否定说之学者谓被害配偶在民事上得依第1052条第1项第2款之规定据以请求法院判决离婚。
并得依第1056条之规定向对方请求赔偿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
被害配偶并得依第184条第1项向通奸配偶及相奸人请求赔偿其财产上之损害。
凡此均为法律所明定，用以维护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
法律之保护，已相当周密，不须在法律之外，另予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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