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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 “父债子还 ”，

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随着法律规则的变

化， 在现代社会， 父母和子女

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 各自独

立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

务， 其财产通常也是各自独立

的， 不会因为血缘关系的存在

而产生混同。

债权作为一种典型的相对

权， 只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

产生效力。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与他人无关。

因此在法律层面上， 子女

对父母所欠的债务是没有偿还

义务的。

但在特殊情况下， 子女需

要对父母所欠的债务 “承担”

清偿责任。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 继承

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

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超过遗产

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

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

承的， 对被继承人的债务可以

不负清偿责任。

也就是说， 父母去世后，

如果子女作为继承人依法继承

了遗产， 那么就负有清偿父母

债务的义务和责任， 但这时子

女承担的是以所得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的有限清偿责任， 并非

无限清偿责任。

当然， 如果子女自愿为父

母偿还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部

分， 法律也不会干涉。

如果子女放弃了继承， 那

么对于父母生前所欠债务， 子

女也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可见 ， 这里我们所说的

“承担” 清偿责任并非子女以

个人财产对父母的债务进行清

偿， 而是子女用父母的遗产代

为履行偿还义务， 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 “父债子还”。

此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三

点：

第一，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六十一条所述的继承人以

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的

仅限于合法债务， 包括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其他

债务， 不包括非法债务比如赌

债。

第二， “遗产实际价值”

一般是指被继承人死亡、 遗产

继承开始时的实际价值， 而不

是遗产分割时的实际价值。

生活中经常出现被继承人

去世后， 遗产很长一段时间未

进行分割的情形， 比如父母一

方去世后， 遗产暂不分割， 而

是等到另一方去世后再一并分

割。

这时， 继承人有可能在遗

产分割前就已经实际占有并使

用消耗了遗产， 致使遗产分割

时的价值少于继承时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遗产的剩

余价值不足以清偿债务， 继承

人应当补足其消耗的部分价

值。

第三， 如果分割遗产时，

遗产有增值， 比如遗产是银行

存款， 被继承人去世后没有立

即进行分割 ， 从而产生了利

息 ， 那么此时 “遗产实际价

值 ” 就不仅仅是被继承人死

亡、 遗产继承开始时遗产的价

值了， 遗产的增值部分也可以

用来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

“父债”是否“子还”

债权作为一种

典型的相对权， 只

在债权人和债务人
之间产生效力。 债

权人和债务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与他人

无关。

因此在法律层
面上， 子女对父母

所欠的债务是没有
偿还义务的。

近年来 ， 人们十分关注对

“正当防卫” 的法律保护， 司法

机关也通过解释和判例等形式，

进一步明确了正当防卫、 防卫过

当的认定标准和见义勇为相关纠

纷的法律适用标准。

但公众关注的 “正当防卫”，

更多是基于刑法视角， 关心其刑

法后果， 其实， 在民事领域同样

存在正当防卫的认定与责任承担

问题。

最近央视的 “今日说法” 栏

目就播出了一个真实案例。

该案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沈某和蔡某是舅舅和外甥的关

系 ， 蔡某的母亲是沈某的亲姐

姐 。 2017 年 7 月 ， 因老宅动迁

问题， 沈某和姐姐发生争执， 进

而导致肢体冲突， 沈某姐姐的手

臂还受伤流了点血。

沈某的姐姐回家和儿子蔡某

说， 自己受伤是沈某拿刀砍的。

蔡某怒气冲冲地来到沈某家， 斥

责沈某并要求其道歉。 而沈某则

对蔡某说， 大人之间的事与你无

关， 没有理会蔡某的要求。

2017 年 7 月 19 日， 蔡某在

微信上拉了一个包括陈某在内共

4 人的微信群， 说要去打架。 傍

晚， 蔡某、 陈某等四人来到沈某

家， 进入沈某的院落内， 双方没

有说上几句话， 蔡某等人就和沈

某及妻子施女士动手打在了一

起， 沈某和妻子都被打伤 （后经

鉴定均为轻微伤）。

沈某的妻子施女士被打倒在

地， 她顺手拿起一个装有脱漆剂

（一种腐蚀性油漆， 沈某做油漆

工作时所用 ） 的塑料桶用力挥

洒， 其中很大一部分洒在了陈某

身上， 陈某因疼痛跑出了院子，

双方也就停止了打斗。

后经鉴定， 陈某的身体因被

脱漆剂灼伤达全身的 20%， 构成

轻伤 （十级伤残）。 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后， 以施女士构成故意伤

害罪向检察机关申请批捕。 检察

机关审查后认为， 施女士的行为

属于正当防卫， 不构成犯罪。

陈某就自己的身体伤害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被告施女

士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 残疾赔

偿金等各项损失 30 多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 认为被告

施女士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 应

当承担 35%的损失， 判决被告赔

偿原告陈某 10 余万元。 施女士

不服上诉 ，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

为， 上诉人施女士的行为属于正

当防卫， 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

遂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 判决驳

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件告诉我们， 刑法上

的正当防卫， 不一定就是民法上

的正当防卫。 在民事诉讼中， 仍

然应当对行为人即被告的行为是

否属于民法上的正当防卫进行判

断。

本案中， 一审法院认为防卫

人的行为是民法上的防卫过当，

而二审法院认为构成正当防卫，

但也并不是依据刑法上构成正当

防卫直接进行认定的， 而是依据

民法规定进行了重新判断和认

定， 即便最终结果是一致的。

那么， 民法与刑法对 “正当

防卫” 的规定存在什么差异呢？

《刑法 》 规定 ： 为了使国

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

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

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

造成损害的， 属于正当防卫， 不

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

任 ，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 杀人、 抢

劫、 强奸、 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

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

卫行为 ，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

的， 不负刑事责任。

而 《民法典》 则规定： 因正

当防卫造成损害的， 不承担民事

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 应当承担

适当的民事责任。

可见， 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

承担刑事责任， 民法也规定正当

防卫不承担民事责任。

刑法规定防卫过当要承担刑

事责任， 民法也规定防卫过当要

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民法与

刑法对防卫 “过当” 的规定却有

重大区别。

刑法规定的 “过当” 是 “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 而且还要造

成 “重大损害”； 而民法则规定

“过当” 是 “超过必要限度”， 且

只要造成 “不应有的损害 ” 即

可。

因此， 现实中必然会出现虽

然没有达到刑法上的防卫过当，

但构成民法上防卫过当的情况，

也就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

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 对于正当防卫

的认定应当严格区分刑事责任与

民事责任， 适用各自的标准。

既不能因为考虑到受害人的

损害需要救济， 进而对正当防卫

的认定过于严苛； 也不能因为在

刑法上认定了正当防卫， 就想当

然地认为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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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与刑法对

防卫 “过当” 的规

定有着重大区别 ：

刑法规定的 “过

当” 是 “明显超过
必要限度 ”， 而且

还要造成 “重大损

害 ”； 而民法则规
定 “过当” 是 “超

过必要限度 ”， 且
只要造成 “不应有

的损害” 即可。

近年来， “接地气” 这个

词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用来形

容广泛接触老百姓的普通生

活。

在我看来， “接地气” 的

本意就是站在泥土里， 感受大

地的气息。 对于生长于农耕文

明的我们来说， 在农田里劳作

就是最本源的 “接地气”。

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也许有 “抢菜” 的经验， 却没

有种菜的经历。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近乎郊

外的地方， 父母的工作单位就

在家附近 。 家门口十几米开

外， 有一片杂草丛生的野地。

春天， 母亲会用锄头去开

荒， 辟出一小块地， 再买些菜

籽和菜苗， 种上辣椒、 丝瓜、

空心菜、 薄荷， 据母亲说， 这

些都是比较好成活的蔬菜。 每

天早上， 天微微亮就需要去施

一次肥， 这时候日头不晒。 到

了傍晚， 夕阳西下前再得去浇

一次。

慢慢地， 地里的菜就发了

芽、 抽了条、 爬了藤。 这时只

管浇好水， 然后就不用费心照

管了， 这些蔬菜自有其生命力

在， 即便你弃之不顾， 到了季

仍然是可以采摘的。

夏天， 地里长得最欢的是

我最爱吃的空心菜， 一丛丛在

地里疯长， 枝繁叶茂。 俯身一

搂， 就是一大把。

摘下到家里去了叶， 把茎

条扯成几段， 抓一把盐， 揉搓

几下， 沥水下锅， 就是一盘可

口的菜。

空心菜的叶子自然也不能

丢弃浪费 ， 可以拍上几个蒜

头， 下油锅炒一番， 出锅就是

一盘绿油油的带叶菜。 就上热

腾腾的西红柿蛋汤， 满满都是

“妈妈的味道”。

丝瓜也是特别有趣的， 起

初它的蔓攀上竹架， 小小的须

仿佛婴儿纤细的手指， 还透着

光，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路。

一旦它决定好了， 抱定了

主意， 就以每天肉眼可见的速

度沿着架子奋力攀爬， 好像生

来就为登顶似的。

到了开花季节， 一朵朵花

黄， 素素地绽放着， 还会引来

蜜蜂， 然后结出细小的丝瓜，

丝瓜由小变大 。 摘下可以做

汤， 也可以炒蛋。 倘若有哪个

丝瓜躲在角落里， 被发现时已

经老透了， 还可以洗干净当洗

碗布用。

我的童年时光里， 下地是

特别开心的时光， 也常常是挥

之不去的念想。

长大后到了上海工作生

活， 没了种菜的条件， 只好在

阳台的花盆里种上一点葱或者

薄荷， 也算跟泥土有了接触。

我想 ， 只有真正脚沾过

地， 才算是接了地气。 顺遂也

好 ， 不顺也罢 ， 都是自然之

道。

只要真正和土地亲近过，

人就会豁达许多。

“接地气”

我想， 只有真

正脚沾过地， 才算

是接了地气。 顺遂
也好 ， 不顺也罢 ，

都是自然之道。

只要真正和土

地亲近过， 人就会

豁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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