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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侗族习惯法主要包括占老的侗族款约法、现代的承袭于传统侗族习惯法的村规民约以及人们心中
实际发挥作用的习惯规约。
《侗族习惯法研究》透过侗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从内容到实施，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
实践、从局外到本士，运用法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多元化研究角度，对侗族习惯法进行了全面、细致
的阐述，向读者展示作者观察到的侗族传统文化真实生动的图景。
同时，《侗族习惯法研究》借助大量的案例、材料、图片展现了侗族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发展变迁
，证明了侗族习惯法是当今侗族村寨中存在着的、维护侗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规范。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希望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扩展法文化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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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华，男，侗族，1963年生，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博士：
后、经济学博士后；二级教授（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会副会长暨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首席法律咨询委员、贵州省侗学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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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全国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教育部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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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侗族习惯法的萌生与发展　　第一节 侗族习惯法的萌生与发展　　一、民以食为天——
侗族习惯法萌生的社会基础　　人是铁，饭是钢；人要活着，必须吃饭；人要繁衍，也要吃饭。
吃饭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所以古人说：“民以食为天”。
侗家人相互问候，第一句话就是：“吃饭了没有？
”其他兄弟民族也有这样的习惯，所以说：食物问题是人类最早关心的问题，也是人类关心的最大问
题。
　　原始时代的侗族祖先，也同其他兄弟民族的祖先一样过着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
他们或上树采摘野果充饥；或下河捕捉鱼虾填肚；或上山围猎野兽分食。
他们的一切生产活动，无不是为了维持生命；他们的所有财产，几乎都是食物。
他们依附自然，安于现状，别无所欲，别无它求。
　　虽然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原始时代侗族祖先的生活状况，但从流传至今的一些侗族古歌和相关民族
的一些原始歌谣也可领略到当时侗族祖先的生产和生活情景。
如侗族古歌谣说：“公上山，把兽赶；奶下河，把鱼捉；公得肉，众人分；奶得鱼，众人跟；人有股
，众拍手；人有份，众高兴；手拉手，喊呜呼；脚跟脚，众人合。
”①从这首古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时代侗族祖先分工劳动的情景，以及“人有股，众拍手；人
有份，众高兴”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
与侗族同源的傣族人民也有许多古老的民间歌谣，如《摘果歌》：“我们住在山脚，我们睡在山洞。
两边都是大森林，大森林里野果多。
有甜的，有酸的；有红的，有绿的；有大的，有小的。
叫一声人们快上树，只见大人和小孩，只见老人和妇女，你争我赶拥上来。
爬直树，爬弯树；摘的摘，吃的吃；摇的摇，捡的捡；哭的哭，笑的笑。
像雀鸟嬉闹，像蜜蜂采花，像猴子打架。
叽叽，哇哇，真热闹，真好玩，啾，啾，啾⋯⋯”②这种采摘野果的劳动场面，就像一幅朴素自然的
原始壁画，它将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情景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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