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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我们不仅将对习惯法在现下刑法理论体系中的角色，作出正本清源的考察，更为重要的，
将对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生存状态获得更为真切和清醒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而发现，习惯法的现行理论描述与司法操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巨大的悖反、断
裂与紧张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关系作出全新思辨。
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延伸，便是在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重新开辟和释放习惯法的应有理论机能
，重新审视和估价习惯法在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的角色与价值。
某种意义上，本书不仅是对传统叙事一一“排斥习惯法”的温和颠覆，而且是对习惯法的刑法角色与
价值的创造性重构。
从更为广阔的背景出发，本书更是从习惯法的侧面切人，凸显了罪刑法定主义在当代法治情势下面临
的重大危机，以及化解此种危机的可能出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

作者简介

杜宇，男，1976年生，湖南长沙人。
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学报》、《法学评论》、《中外法学》、《法律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
有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摘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

书籍目录

导论：问题、范畴、沿革与进路  (一)问题  (二)范畴    1．习惯法与习惯    2．习惯法与制定法    3．习惯
法与民间法    4．习惯法之界定  (三)沿革     1．习惯法的起源与早期调控     2．民事领域中习惯法的近
现代展开     3．刑事领域中习惯法的近现代展开     4．合流与分化：习惯法沿革的比较观察   (四)进路 
一、当代刑法理论中的习惯法：一种被放逐的知识形态  (一)罪刑法定主义框架中的习惯法    1．现实
理论基础与习惯法    2．形式罪刑法定与习惯法    3．实质罪刑法定与习惯法    4．相对罪刑法定与习惯
法    5．新近的动向   (二)刑事制定法视域中的习惯法    1．研究方法     2．检索结果     3．阐释分析     4
．效度强化   (三)刑法现代化语境中的习惯法     1．刑法现代化及其标准     2．价值标准与习惯法     3．
制度标准与习惯法     4．效益标准与习惯法二、当代刑法实践中的习惯法：一种真实而有力的存在   (
一)地方习惯法的生机     l_背景     2．组织     3．表达     4．实践   (二)民族习惯法的活力     1．背景     2．
组织     3．表达     4．实践   (三)习惯法实践的类型化整理     1．习惯法的作用领域     2．习惯法的作用阶
段     3．习惯法的作用方式    4．习惯法的作用方向   (四)背反与断裂：理论与实践的比较观察三、刑事
制定法与习惯法关系的再思辨：多元理论框架下的交错考量   (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1．学理脉络  
 2．关系格局     3．理论启示  (二)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     1．分析工具    2．合理性之变迁     3．合理性
之冲突    4．合理性之整合   (三)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     1．话语类型    2．话语压迫     3．话语开禁  (四)
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     1．知识前提    2．理性思辨  (五)法律教义学有效性和社会学有效性    1．三个维
度    2．类型联系    3．效果补足四、习惯法的功能释放：刑法视域下的重新挖掘与梳理  (一)习惯法的
机能释放与罪刑法定主义框架  (二)间接法源    1．习惯法进入立法的必要性    2．习惯法进入立法的可
能性    3．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  (三)构成要件解释源    1．解释策略与习惯法    2．解释方法与习惯法    
3．类型化解释与习惯法  (四)违法性判断的参照    1．收缩的实质违法性与习惯法    2．社会相当性与习
惯法     3．社会危害性与习惯法     4．、作为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习惯法   (五)有责性判断的参照    1
．违法性意识与习惯法     2．期待可能性与习惯法    3．作为情、理、法协调机制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
由的习惯法  (六)量刑的参照     1．司法表现     2．理论解说     3．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习惯法 五、习惯
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一)习惯法的举证     1．法律还是事实：作为待证对象的习惯法     2．
原告抑或被告：习惯法的证明责任分配   (二)习惯法的审查     1．审查之必要     2．审查之内容     3．审
查之标准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

编辑推荐

本书从罪刑法定主义的框架、刑事制定法的视野及刑法现代化的语境等三重视角,对习惯法的当代理论
定位予以放大性地集中显现。
作者回答了,在现代刑事法治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习惯法的命运究竟怎样？
在司法操作中,它是要仍然具有生命力？
如果有,其社会基础是什么？
其长久支配人心的方式或是机制又是什么？
现代刑事法律制度取代民间规则或秩序的努力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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