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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习惯法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它源于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于人
类法制文明意义甚大。
哲人亚里士多德说过，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
毋庸多言，在传统人类社会，习惯法内容涵盖甚广，各民族缔造了灿烂的习惯法文化。
而制定法的出现只是一种渐进的成就，道德与法律的分离更是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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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其才，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兹溪市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法理学》、《中国习惯法论（修订版）》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瑶族习惯法》《多元司法——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及其变革》
等，主编“中国司法研究”书系。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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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进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具有民族法学、地域法学的意义。
以往的中国法学，对这些领域是极为忽视的，缺少这方面的探讨。
法学研究只注意汉民族法、世俗法、中央法，对少数民族法、地域法基本上未予注意，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缺憾。
中国传统社会疆域广大、社会情况复杂，其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而且没有根本变化，除了汉民族法、
中央王朝法外，以习惯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少数民族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历史事实表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不强，中央王朝法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较为有
限。
各少数民族主要通过习惯法进行社会资源分配、个人需要满足、群体秩序维持，从而保护民族利益，
促进民族发展。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的自我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深入进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对于我们拓宽法学研究领域、总结民族法文化、推进民族
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中央与地区关系，解决目前少
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也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固有法体系实际上包含了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两部分，以往对中国固有法的认识和探讨，偏重于
国家制定法，以为国家法即固有法的全部，按照这种认识是无法认识中国固有法的全貌，也不能正确
对待现代化发展中的固有法和固有法文化的。
实际上，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某种角度认识，
如何对待包括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内的习惯法和习惯法文化比如何对待国家制定法更为关键、更为重要
。
因为作为一种以自发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社会规则，少数民族习惯法比国家制定法更贴近普
通民众生活，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对普通民众行为的规范更直接。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制定法往往是悬空的、虚的，较为抽象，而少数民族习惯法则实
实在在地每时每刻地规范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行为，发生着具体、直接的影响。
“社会的裁处在一切群体关系内部逐渐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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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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