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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20世纪50年代的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和作者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了瑶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
，解释了瑶族习惯法的议定，修改，全面总结了瑶族社会组织和头领习惯法，婚姻习惯法，家庭及继
承习惯法，等具体内容。
分析了瑶族习惯法的实施，对瑶族习惯法的功能，瑶族习惯法的特点，瑶人的习惯法官年，瑶族习惯
法中的宗教因素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对瑶族习惯法的当代传承，现代化进程中的瑶族习惯法，瑶族习
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全书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内容全面，分析中肯。
    读者对象：法律、民族类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师生，法律、民族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法学、
民族学、瑶族有兴趣的其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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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其才，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7月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8月在武汉大学获法学
硕士学位；2002年5月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7月至1997年11月，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工作；1997年12月
至今，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法理学》、《中国习惯法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
展》（合著）、《司法公正观念源流》（合著）、《瑶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合著）
、《中国法律制度概要》（合著）等，主编《法理学》、《法律基础》等。
发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法理学发展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现代立法理念论》
等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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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瑶族的历史、文化　二、瑶族习惯法研究　三、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第一章 瑶族习惯法
的产生、发展　一、瑶族习惯法的产生　二、瑶族习惯法的发展第二章 瑶族习惯法的议订、修改　一
、瑶族习惯法的议订目的　二、瑶族习惯法的议订程序　三、瑶族习惯法的形式　四、瑶族习惯法的
修改第三章 瑶族社会组织与头领习惯法　一、血缘组织　二、瑶老制　　（一）石牌制　　（二）瑶
老制　　（三）村民代表议事会制　　（四）庙会组织　　（五）寨老制　　（六）瑶长制　　（七
）团甲制　三、其他组织第四章 瑶族婚姻习惯法　一、婚姻成立　　（一）婚制　　（二）自由婚与
安排婚　　（三）同姓为婚　　（四）姑舅表婚　　（五）结婚年龄　　（六）招婿婚　　（七）抢
婚　二、婚姻缔结程序　　（一）恋爱　　（二）订婚　　（三）结婚　三、夫妻关系　四、婚姻解
除第五章 瑶族家庭及继承习惯法　一、家族　二、家庭、父母子女关系　三、妇女地位　四、财产继
承第六章 瑶族丧葬和宗教信仰及社会交往习惯法第七章 瑶族生产及分配习惯法第八章 瑶族所有权习
惯法第九章 瑶族债权习惯法第十章 瑶族的契约第十一章 瑶族习惯法的实施第十二章 瑶族习惯法的功
能第十三章 瑶族习惯法的特点第十四章 瑶人的习惯法观念第十五章 瑶族习惯法中的宗教因素第十六
章 瑶族习惯法的当代传承第十七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瑶族习惯法——以广西金秀郎庞瑶族“做社”为
对象第十八章 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定法的关系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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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瑶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二、瑶族习惯法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瑶族社
会和瑶族习惯法也一直处于发展之中。
瑶族习惯法在母系氏族社会产生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如在婚姻方面，族外群婚由鼓励、保护到禁止，习惯法进而保护对偶婚。
以后，父系氏族公社取代了母系氏族公社，氏族的血缘纽带逐渐开始松弛，并且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
婚姻的发展，个体家庭也逐渐开始形成。
氏族习惯法也有相应的变化，调整的范围相应扩大。
在这个时期，有关血属复仇的习惯法开始产生。
“一个人被害了，于是不但其氏族的人，便是祖先的鬼也要求一条命来赔偿，因此便发生血属复仇，
故血属复仇是由于‘集体的责任’一条原则。
”在这个时期，神判习惯法开始出现。
为了维护氏族集团的共同利益，惩罚违反氏族习惯法的行为，便利用神灵崇拜观念和对鬼神的膜拜心
理，“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常求之于超人的权力。
谳定的权委于神灵，而以占卜及神断的方法探神的意。
问神的话是一句率直的问题，要求‘是’或‘非’的一句答案”。
社会需要和人们的神灵观念决定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神裁是重要的习惯法，在瑶族成员的生活中
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只有把它放在神和惩治的法律的庇护之下才能维持”。
生产资料家庭私有制形成以后至阶级、地方政权形成、出现时期，是瑶族习惯法发展的鼎盛时期，瑶
族习惯法逐渐成熟、完善、自成体系，全面调整社会关系，规范民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瑶族社会生
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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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瑶族习惯法》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内容全面，分析中肯。
该书适合于法律、民族类大专学生作为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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