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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律师、李律师：
我很关注民法典中关于合同解除制度

的规定，请您解释一下，较之民法典颁布
前，相关规定有哪些不同？

河北读者 汪坚石

汪坚石读者：
民法典对合同法的修订是民商事主体

重点关注的内容。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法
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民法典的修订中
颇具亮点。

以下是笔者对民法典合同解除制度的
5项修订及其影响的梳理。

明确解除权除斥期间为一
年，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解除权除斥期间是当事人有权行使合
同解除权的期间。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
的，该权利消灭。

民法典颁布前，最高法院于 2003年出
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权
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
解除权除斥期间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民法典明确规定，解除权除斥期间为
一年，消除了对不同类型合同的差别对
待，统一裁判规则，为当事人行使合同解
除权提供了明确指引。

新增不定期合同任意解除
制度

民法典颁布前，不定期合同任意解除

制度散见于合同法的分则，最典型的是合

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的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

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将合同法分则

的个别规定，上升至合同编通则的一般性

规定。更进一步地，民法典新增的第九百

四十八条 “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第九

百七十六条“不定期合伙合同”、第一千零

二十二条规定“不定期肖像许可使用合

同”，进一步完善了该制度的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护相对方的合

理信赖，不定期合同的解除并非立即发生

效力，而是在解除的意思表示到达后，经
过合理期间才发生解除的效力。

赋予违约方请求法院解除
合同的权利，引导当事人破解
合同僵局

一般而言，合同的守约方享有解除合
同的权利。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新增条款
规定，在出现以下合同难以继续履行的

“合同僵局”的情况下，违约方可以请求法

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
（一）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

履行费用过高；
（三） 债 权 人 在 合 理 期 限 内 未 请 求

履行。
对此，最高法院在相关著述中曾指

出：“在出现合同僵局的情况下，允许违约

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通过裁判终

结合同关系，从而使当事人从难以继续履

行的合同中脱身，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价

值，减少财产浪费，有效利用资源。”

民法典新增内容肯定了既往的司法实

践，将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的制度法典

化，有利于引导当事人破解合同僵局，实

现实质正义。

明确默示预期违约的具体
情形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 （二） 项规定了

预期违约制度，即：在履行期限届满之
前，当事人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
务的，相对方有权解除合同。然而，何为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司

法实践中对其识别并非易事。

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八条将默示预期违

约的情形明确指向了以下情形，即：
（一）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

债务；

（三） 丧失商业信誉；
（四） 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

力的其他情形。
需要关注的是，前述情形可以导致相

对方中止履行，但若要主张构成默示预期
违约从而解除合同，还要符合“在合理期
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
的”的前提条件。

明确以诉讼或仲裁方式解
除合同的解除时点

当事人可以以向对方发送解除通知的

方式解除合同，也可以直接以提起诉讼或

仲裁方式解除合同。对于后者而言，合同

解除的时点应当如何认定，在此前的司法
实践中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时间应为法
院判决生效之日。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法
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则合同自

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

时解除。

民法典明确采纳第二种观点，一锤定

音地厘清了对该问题的争议和分歧。

民法典对合同解除制度的修订，一方

面将已有的司法实践经验制度化、法典

化，另一方面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和分歧

统一了认识标准，对相关争议的解决必将

产生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金杜争议解决部合伙人雷继平、金杜

争议解决部顾问李昕倩）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宁可选择发现突发事件的苗头就从严管

控，也比事态严重后忙于应付要好得多。”请问这个复句中“宁
可……也”的用法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陈湘来

陈湘来读者：
“宁可”常出现在复句的前一分句，表示一种选择，也就是

衡量了前后两个分句的意思后，决定采用前一分句所说的做
法，而舍弃后一分句所说的做法。例如：

（1） 部队进城后宁可睡在马路上，也不扰民。
（2） 这位战士总是认真地说：“宁可检查百次空，也不让一

颗螺丝松。”
（3） 她抱着“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黄沙欺负死”的决

心，走上了漫漫治沙路。
（4） 小李逐步养成了新的习惯，吃自助餐时宁可少拿一

点，也不浪费。
（5） 税务人员宁可自己操作上难一些，也不让市场主体发

展受影响。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前一分句用了“宁可”，后一分句

常用“也不”等来呼应。
提问中的“宁可选择发现突发事件的苗头就从严管控，也

比事态严重后忙于应付要好得多”一句，是想表示说话人选择

的是“一开始就严格管控的做法”。因此，句子宜改为：“宁可

选择发现突发事件的苗头就从严管控，也不等事态严重后忙于

应付。”
这个句子一开始是想采用“宁可……也不”的说法，写到

后面，又想采用“即使……也”的说法，把两种说法混到了一

起，造成了关联词语搭配不当。

“即使……也”表示一种假设，意思是就算出现前一分句所
说的情况，也不会改变某个结论。例如：

（6） 即使学习成绩在全年级数第一，也要虚心学习别人的
长处。

（7） 宝石即使混在乱石堆
里，也仍能显露出晶莹的光彩。

从体现该句语义来说，提

问中的句式采用“宁可……也

不”的说法更好些。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8月3日，贵州遵义师范学
院的留学生前往遵义播州区三
合镇，开启了乡村研学之旅。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后，留学生们第一次参加的
校外集体活动，这也意味着他
们可以逐渐恢复与当地传统文
化的“亲密接触”了。

此次留学生研学活动的主
题是“感知中国传统文化”，包
括感受中国传统“囍文化”、学
习制作贵州蜡染工艺品、品尝
乡村“打糍粑”等活动，旨在
让留学生们了解中国的传统习
俗，切身体会当地最朴实的乡
村生活。

研 学 活 动 的 头 一 站 是
“囍”文化主题园。中国的婚嫁
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婚礼上新
郎新娘穿戴的服饰更是经过多
朝多代的演化，呈现出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同学们通过专业
人士讲解和图片展示，了解了
从先秦直至现代，汉人女子婚
嫁服饰的款式与特点。当提到明
代兴起的“彩绣龙凤”与“凤冠
霞帔”时，大家直呼惊艳。

为了让留学生们深刻体会

中国传统婚嫁礼服的魅力，文
化园的工作人员特意拿出早已
准备好的仿制传统婚嫁礼服，
让这些欲欲跃试的同学们换
上。试装期间，大家对“中国
结”纽扣产生浓厚兴趣，有些
同学试扣多次才成功，现场一
片欢笑声。

第 二 天 ， 留 学 生 们 进 入
“贵州蜡染工艺”的学习环节。
蜡染是当地极富民族特色的工
艺品，拥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
表现形式。

听完相关的介绍，来自南
非的朱力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尽
快尝试，蜡染传承人笑着说：

“那就赶快进入学习蜡染的第一
步——点蜡。”他拿出预制过的
白色布料发放给同学们，这种
布料是自织的麻布，先用草灰
将其漂白洗净，再将煮熟的芋
头糊涂抹在布匹反面，晒后用
牛角磨光。同学们将白布平铺
在木板上，用铜刀沾上蜂蜡，
在白布上画出自己钟意的花纹
与图腾，接着将画好的蜡片放
入蓝靛染缸内，得到了第一次
蜡染的浅蓝色布匹。这样的浸

泡需要反复多次才会达到最终
的深蓝色，由于时间关系只进
行了一次浸染。

随后，大家将布匹晒干后
进行冲洗，再用沸水煮去蜡
纸，完成了“去蜡”的步骤。
同学们满心欢喜地拿着亲自制
作的蜡染展开讨论，现场氛围
十分活跃。

第三天，留学生们前往农
户家中品尝他们向往已久的当
地美食“打糍粑”。贵州一些侗
族、布依族村落里一直保留着
手打糍粑的习俗，这也是迎接
贵宾的传统礼数。

当地农户热情欢迎留学生

们的到来，他们抬出煮熟的糯

米，倒入圆形的石槽内舂制糍

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何霖

同学率先体验，用木质 T 型棒

不停捶打石槽内的糯米，不到

五分钟便直呼双手酸软。

石槽内的糯米经过留学生

们接力式的捶打后，终于制

成了软糯的糍粑。同学们将

糍粑捏成小圆球，蘸着当地特

有的黄豆面，津津有味地品尝
起来。有些同学是第一次吃黄
豆面，手上、脸上及胸前都沾
上了豆面粉，惹得大家都忍俊
不禁。

研学活动结束后，同学们
都感慨良多。来自越南的陈黎
香江同学说：“疫情暴发期间，
身在异国的我确实陷入了很大
的恐慌。现在，中国有效地控
制了疫情，很开心恢复到了以
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很感恩这
一切。”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教师）

莱索托王国位于非洲东南部， 地
处南非共和国腹地，是“国中国”。境
内多山，最高海拔 3482 米，奇峰众
多，风景优美。

首 都 马 塞 卢 建 有 一 些 现 代 化 楼
宇，而城市平民的住房多为铁皮房、
帆布房。乡下人住传统草屋，圆形尖
顶蘑菇状，像中国农村传统的粮食
囤。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社会财富
以牛群数量计算，交通工具多为毛驴。

莱索托地势高，气候条件特殊，
冬天 （5-9月） 寒冷，山区冰雪资源丰
富。当地政府积极开发高山滑雪旅游
项目，建成了非洲南部仅有的两个滑
雪场之一，成为非洲海拔最高的滑雪
胜地。

食 品

莱索托人的粮食作物是玉米、高
粱和小麦等，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
需求，每年需从南非进口。他们的传
统肉食是牛羊肉。近年来，猪、鸡、
鱼肉消费逐年增加。

当地人养鱼，但不习惯吃鲜鱼，
而是将鱼晒干后再烹调。为了迎合这

种饮食习惯，莱索托正在实施鱼产品
加工项目，开发推广鱼产品熏制技
术，力图开拓国内外市场。当地生产
的虹鳟鱼在国内进行初加工后，再运
至南非进行深加工 （切片或熏制）。

国 服

平时，当地男子穿衣裤，女子着裙
装，而“国服”则是再加上草帽和披
毯。他们的草帽称作“巴索托”，高高
的圆锥形，像中国清代官员的帽子，顶
部饰有5个草环，帽子边缘布满编制的
花纹。据说，这种草帽的设计灵感来自
其境内的一座山。莱索托人深以此帽为
傲，特意将其绘制在国旗上。

莱索托人喜欢披毯。披毯由牛羊
或其他动物的毛皮制作，一件珍贵
的披毯往往会传给子孙。披毯的流
行同当地环境紧密相连。该国境内
多高原山地，昼夜温差大，披毯适
合 于 当 地 的 气 候 条 件 ， 既 可 御 风
寒，也可当卧具、雨具，因此被当
地人民所喜爱。

女孩出嫁来到婆家，婆婆会给新媳
妇披上皮毛毯，以此欢迎她加入这个新
家庭。据说，莱索托王国的创建者莫舒
舒一世曾经披过一件大黑豹皮毯，华丽
罕见，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莱索托披毯经过多年演变发展，

设计愈加精细，色彩愈加斑斓，形式
愈加丰富多样。从平民到国家领导都
喜欢披毯，祈祷、节庆或参加隆重的
礼仪活动时，人们头戴巴索托草帽，
身披皮毛毯，是庄严、得体的表现，
是莱索托文化与传统的象征。披毯的
披法男女有别，男性是斜肩披，女性
则是双肩披。

婚 俗

莱索托可以一夫多妻，但大多数
人只娶一个妻子。现任国王在娶王后
时，曾特意表明只娶一个王后。

乡下人有个习惯，即长大的男孩
把正在吃奶的小牛犊赶到山坡上吃
草，便意味着要父母为他找媳妇。媒
人牵一头母牛去说媒，回来时，若媒
人头发被剪，脸上还被涂上闪闪发光
的牛油，表明说媒成功。若女孩不同
意，会用细线缠绕自己的手指，媒人
只能知趣告退。

结婚的聘礼是牛，或相当牛价值
的现金。牛的价值不是看当时的市场
价格，而是由女方的父母来决定。婚
礼当天，新郎需往返多次，把牛一头

头送往老丈人家中，若一次把数头牛
同时赶到女方家，会被认为傲慢无礼。

由于婚前男方并未见过女方，有
时也会发生男方临阵退婚的情况。这
种纠纷的解决方法颇为奇特，只要男
方把牛油涂到自己的手腕上，就表明
婚事已告吹。

生 子

婴儿出生后，邻居们都会前去祝
贺。如果是男孩，邻居们会用棍子敲
打他的父母；若是女孩，便会向她的
父母身上泼水。长子的名字须与祖父
相同，次子的名字则与出生时环境相
连，如起名“巴塞卡”，是说孩子生在
复活节那一天，而起名“特拉”，则表
示在饥荒中降生。

“治”偷

莱索托没有战乱，社会治安整体
状况尚可，但就业率不足，抢劫、偷
盗案件时有发生。当地不成文的规
矩，一旦抓住小偷，不是扭送警察
局，而是由失主把小偷拉到家里整
治，因而难免对其羞辱、虐待。在这
期间，失主需负责小偷的吃、住，同
时迫使小偷干活，待偷盗的东西还清
后，才放小偷回家。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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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制度，民法典有五项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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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的
遵义研学之旅

程巳益

日前，江苏省淮安市共创法治文化发展中心携手中建二局开展“民法典进工
地”活动，通过法律知识讲座、现场案例咨询，为建筑工人介绍劳动合同的签
订、维权途径等法律知识。 赵启瑞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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