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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的权利大厦”，可谓切中肯綮。理解民法典的重要
性，不妨看看历史。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并不是印象中

宪法、刑法这类很大的法律，而是看似普通的婚姻法。这恰恰说明，国家的宏大叙事背后，实

则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社会秩序的建立，有赖于对基本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毛

ze东同志甚至把婚姻法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道理也在于此。特别是改革开放
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说白了，只有明确了市场主

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买卖、交易等才能顺利进行。在此背景下，

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等相继出台，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日趋完善，民法甚至被学者称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已经挺完善，何必要把这么多与民事相关的法律编纂成法典呢？原

来，正因为民事法律调整的主体多、涵盖领域广、关系复杂，相应的法律条文数量也很大，其

中不乏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地方。因此，编纂民法典也就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

要进行编订纂修，打通整个法律体系的“奇经八脉”，来一次法律条文的“深加工”。不一致的地
方要统一，落后的地方要更新，欠缺的内容要补上……经过系统编纂，民法典将发
挥“1+1+1+1>n"的效果。具体的编纂工作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个法律技术问题，然而民法典从来
都不只是冷冰冰的文字，它既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如果说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是工业化社
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今天中国要制定的民法典就是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时代民法典的代
表。此次民法典草案最大的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不仅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
轻人”的体系缺陷，同时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如何应对烦不
胜烦的骚扰电话？遇到摄像头偷拍该怎么处理？AI换脸、伪造他人声音算不算侵权？这些只有
生活在这个时代才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能在这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一部权威、严谨的民法

典，又何尝不是一部信息时代的“生存指南”。

任何一部法律的生长、完善，都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民法典草案中新设置

的“离婚冷静期”，近来引发不少关注。我们暂且不谈其中引发的一些争议和讨论，这样的“制
度设计”本身就彰显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文化观念。此外，民法典草案还专门引
入“优良家风”的概念，同时在商事交易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中更加凸显了维护家庭和睦的价值取
向。类似规定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仅体现着“中国特色”，对于世界民事领域的
立法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经验。法谚有云：“民法乃万法之母”“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
一个个人都是整个的国家”。这阐明了民法“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内质，也展现了民法广
阔而包容的外延。民法典草案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并不意味着某种“结束”，而恰
恰是我们继续建设法治中国的又一个崭新起点。

（摘编自彭飞《既然有民法了，为什么还要民法典？》）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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