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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民法典》（ Burgerliches Gesetzbuch，简称 BGB），是德意志帝国于 1896

年 8 月 18 日公布．并自 19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一部民法典。它是继 1804 年

《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又一部重要的民法典。

这部法典公布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已经过多次修订，有些甚至是重大的修订，包

括条文的废止和增添；但它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和条文顺序的编排，基本上都

没有发生范围广泛的改变。至今它仍然是德国私法最重要的基础和渊源。

一、《德国民法典》的产生

I. 《德国民法典》创设前的法律状况

在 19 世纪的德国，各个地方的民事立法十分混乱。当时实行的私法制度和体

系有法国法、普鲁士法、巴伐利亚法、撒克逊法、奥地利法、丹麦法和普通法

（即罗马法）。除此之外．还大量适用所谓的“特别法”，如 1863 年的《撒克逊民

法典》。这种法律上的分裂与当时不断增强的民族意识是矛盾的，同时也严重地 • 

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

为统一这些法律制度和体系，德国在 19 世纪发起了一系列的法典编摹运动。

第一次法典编筝运动统一了票据立法，它以 1848 年颁行的《普通德国票据法》

为标志。第二次法典编革运动的结果是，在 1861 年酝酿产生了《普通德国商法

典礼从而实现了德国商事·立法的统一。票据法和商法的统一，为统一制定民法

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还没有完全铺平民法统一的道路。直至第三次立法运

动，才使统一的民法得以诞生。也就是说，统一民法的道路直到 1871 年德国统一

之后才完全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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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

德意志帝国于 1873 年颁布了帝国宪法，从而确立了民事立法的管辖。 1874

年成立了一个 5 人筹备委员会，负责制定起草民法典草案的计划和方法。同年设

立了“第一委员会”，负责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经过 13 年的工作，该委员会子

1887 年提出了“第一草案”。因该草案内容过于烦琐，远离民众，并且未能顾及

各个社会层面，所以这一草案公布后，立即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为

“平息众怒”，联邦参议院于 1890 年设立了“第二委员会”，负责修订这一草案。

该委员会在 1895 年提出了“第二草案”。该草案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普通法的束

缚，并且试图更多地考虑当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后经司法委员会讨论，最后形

成了“第三草案”。帝国国会基本同意这一草案，审议内容主要集中在社团法、

雇佣合同法、职务责任法、婚姻法和符猎法的个别问题上。

《德国民法典》经国会讨论通过后，于 1896 年 8 月 18 日由德皇签署，并于

1900 年 1 月 1 目付诸生效。

二、《德国民法典》的内容

《德国民法典》共 2385 条，分为 5 编：总则、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

和继承法。

1. 总则

该部分包括第 1 条至第 240 条，主要对自然人和法人、物以及法律行为作了

规定。此外还包括对期间和期日、请求权的时效、权利的行使以及担保的规定。

该部门系整个民法典的总则，具有统领其余四编的作用。

2. 债务关系法

该部分包括第 241 条至第 853 条。从结构上看，先是一般规定，后是特别规

定。第 241 条至第 432 条是关于债务关系的内容及其命运、基于债务关系产生之

债权的内容及其命运的一般规则；第 433 条至第 853 条规定的则是具体的、立法

者认为特别重要的合同债务关系和法定债务关系，如买卖、使用租赁、用益租

赁、承揽合同、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等。

债务关系法的规范基本上都是任意性的，可供当事人处分，也就是当事人原

则上可以另行做出约定。

3. 物权法

该部分包括第 854 条至第 1296 条，以占有和对物的权利为内容。对物·的权利

包括作为完全物权的所有权和所谓的限制物权．如质权和用益权等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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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上的规定原则上都是强行性的，不能由当事人处分，也就是当事人原

则上不能排除这些规定的适用。

4. 亲属法

该部分包括第 1297 条至 1921 条，共 3 章。

第一章为”民法上的婚姻”，对婚姻的缔结和与婚姻的实行有关的问题作了

规定，从婚约一直规定到离婚。该章特别对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权问题（婚姻财

产权）和离婚后的财产权问题（扶养和供给结算）作了规定。自 1938 年以来一

直由《婚姻法》调整的结婚法，在 1998 年重新被纳入《民法典》（第 1303 条以

下）。在“回归”时，充分考虑了社会的变化和观念的改变，并废除了一些不必

要的程序性规定，如公示催告等£’

第二章为“血亲关系”（第 1589 条以下），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非婚

生子女的地位和收养作了规定。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这一部分也经历了重大的修

订。特别是在亲子关系法方面，逐步废除了对非婚生子女在身份上的歧视。同时

逐步实现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法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少年局的法定官

方保佐，也由“辅助”（第 1712 条以下）取代。另外，更加强调父母双方对子女

的照顾义务和照顾权利，至于父母双方结婚与否，则在所不问。

第三章对“监护”（第 1773 条以下）、“法律照管” （第 1896 条以下）和

“保佐”（第 1909 条以下）作了规定。其中，照管是在 1992 年取代禁治产的。不

论是监护、照管，还是保佐，涉及的都是对不能自行处理自己事务之特定的人的

照顾问题。监护涉及对未成年人（被监护人）的照顾，照管涉及对有身体、精神

或者心理障碍的成年人的照顾，而保佐则涉及对特别事务的照顾（候补保佐和失

踪保佐等）。

5. 继承法

该部分包括第 1922 条至 2385 条，主要对一个人在死亡后其财产的归属问题

和何人对遗产债务负责任的问题作了规定。德国继承法实行遗嘱自由原则，也就

是说，被继承人原则上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的财产。但被继承人实行此种行为必须

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即采取遗嘱或者继承合同的方式。遗嘱自由原则主要是在

特留份权利方面受到限制。被继承人未设立或者未有效设立遗嘱的，发生法定继

承，即由被继承人的配偶和血亲继承，主要是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继承。

三、民法与德国统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实现了统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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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统一后，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域，也适用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

律．从而实现了私法领域的法律统一。除个别情形外（《民法典施行法》第 230

条第 1 款），《德国民法典》及其关系法规也适用于新的联邦州。两德统一过程

中，从一种法律制度向另一种法律制度的突然转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并且还会产

生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部分是由过渡规定（参见《民法典施行法》第 231

条以下）调整解决的。

四、民法与欧洲一体化

欧洲联盟各成员国的法律制度，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并且各成员国都想保持本国立法的独立性。在这一背景下，纵使

要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实现私法的统一，也是存在困难的，法律的统一或者至少是

法律的协调，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五、翻译处理及注释说明

1. 翻译处理

本注释所使用的中文译文文本，是在作者 1999 年翻译出版的《德国民法典》

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的基础之上，经过修订完善而成。相较

于原有文本，本译本在翻译处理上，存在下述几个需要强调之处。

第一，在法律的体例编排上，也就是在编、章、节、目、条、款、句等方

面，不再完全采用旧文本的做法，而是根据此间颁布的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

定，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以前所称的项，现在则应当

被称为款。

第二，德国法的条文中，每一个句子的开始都有一个左下标。在这一问题

上，我们沿用旧文本的做法，继续使用这样的左下标。除可以方便快速阅读和查

找之外，这主要并且最终是要方便法律条文的适用。在德国法大量采用引用技术

( Verweisungstechnik）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然而从目标语言者的视角考

量，这是一种困难，是一种至少可以使一些翻译理论无法得以实现的困难，因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法律条文中的句子数目，已经同条文内容本身一样，具有了

不可更易的“法定”特征，也就是既不能够被增加，也不能够被减少。这意味

着，在翻译处理上，最为理想的情况就是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模一样．．：句子

成分不变，并且在句子中的位置也不变。但这只能是一种遗憾，是一种民法上所

称的“真正给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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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切，我们采取了下述做法：一个条文的句子数目绝对不变，也就

是句号的数目绝对不变，并且款的数目也维持不变。但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如

逗号、顿号乃至分号等，视上下文的不同予以适当变动．而且基本上都是增加此

种标点符号的数目，而不是减少。这乃是由于德国法条文比较细致和复杂所致。

在一些情形，也对句子成分的顺序或者主从句子的顺序做出了调整。所有这些都

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照顾中文表述，尽可能地做到不妨碍阅读。纵是如此，亦

是仅在必须变动的情形，始做出变动，也就是仅限于例外的、不至于误解的情

形。这是因为过多地着力中文的理解和通畅，必然会对民法典、特别是对高度技

术化的《德国民法典》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最后必然又造成目的语言者理解和

认识上的损伤。

第三，校正了旧文本中的不当之处，甚或错误之处，同时融入了我们认识上

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怎样，译文的处理不是对出发文字的绝对性质的再现，而

是一个无限的、不断接近的过程。这也决定了目标语言上资讯丧失的必然性。但

这不应当是目标语言者逃避责任的理由，而更多地应当是一种激励，一种不断去

接近原本的真实的一种激励。

2. 注释说明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本注释是全条文注释．及于《德国民法典》的全部

五编。

其次应当说明的是，本注释对法典条文的处理，主要在于对法典条文做出总

体性的、核心性的和实质性的论述和说明，特别是侧重于规范本身的意旨和目

的，原则上不采取逐款、逐句的论述方式。在一个条文的注释篇幅上，同样不采

取统一的原则，事实上也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原则，因为每个法典条文之对于社会

生活，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般性地讲，较短的条文具有较强的抽

象性和概括性，故不直节省注释；而较长的条文通常都比较细致，内容详尽，故

注释相对而言可能会较少一些。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据此得出下述数学性质的

结论：法典条文长度与注释篇幅成反比关系。个别条文乃属不言自明，故未加实

质性注释，而仅举例说明。

六、结语

《德国民法典》体系完整、概念科学、字义准确，对 20 世纪各国制定的民法

典有重大影响。瑞士、奥地利、日本、东欧各国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法典制

定，都在不同程度上参照了《德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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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该法典条文时，我们使用的德文蓝本是德国联邦司法部官方网站上的

文本，并且是 2014 年的最新版本，同时使用了德国贝克图书出版公司 2014 年编

辑出版的《德国民法典》（第 73 版）。如此，最为新近的法律变动，如通过 2013

年 2 月 26 日的法律全新创设的医疗合同规定（第 630a 条以下）、通过 2013 年 3

月 11 日的法律所带来的使用租赁法的变动（第 555a 条以下）以及通过转化《欧

盟消费者权利指令》所带来的第 312 条至第 312j 条和第 355 条至第 360 条的重大．

变动，全部都被包括在内。

在对法典条文注释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诸多的德文原版文献，具体表现为

体系书和注释书两方面。相对而言，我们对体系书的使用频度远少于注释书。而

在注释书方面，我们特别注重《慕尼黑民法典注释》、《班贝格尔民法典注释》、

《帕兰特民法典注释》、《埃尔曼民法典注释》、《普律延民法典注释》和《舒尔策

民法典注释》。在此，我们谨对这些注释书的作者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我们对德国整体法律制度和体系的把握和理解尚有局限，因此，注释和翻译

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社景林卢谣

2014 年 5 月 4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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