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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是由高其才编写。
书中收录了的文章分别涉及理论研究、实证调查和学术综述等方面，大体涵盖了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
研究的各个方面。
具体内容包括《作为自发性社会规范的习惯法》《当代民事习惯法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问题》《我国民
事立法中的习惯法研究》《民事习惯法的司法运用探析》《传统法律知识现代社会的变迁与贡献——
现代牧业社区苏鲁克物权习惯研究》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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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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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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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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主题研讨作为自发性社会规范的习惯法“习惯法”的当下中国意义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研究的意
义及问题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形式法律的局限以及民事习惯法在民法中的效力当代民
事习惯法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问题民事习惯法的定性及其与法律的关系民事习惯法与法律文化从环境资
源法的发展变化看民事习惯法的意义专题研究法的多元化、社会化与习惯法一、法发展的历史趋势二
、中国法发展的社会趋势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习惯法研究一、多重语境中的习惯法二、习惯法势衰的原
因分析三、各法域民法中习惯法立法模式比较考察四、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习惯法五、我国民事习惯法
的构成要件六、我国民事习惯法立法建议我国民商事法律中的交易习惯——以民商事合同为主要分析
对象一、交易习惯概述二、我国民商事法律文本中的交易习惯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交易习惯四、我
国交易习惯之证明五、结语当代中国捐会习惯法与关系——以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蒋家丁村为对象的
考察一、引言二、捐会成立规范与关系三、捐会内容规范与关系四、捐会形式规范与关系五、捐会履
行规范与关系六、捐会变更规范与关系七、结语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的司法适用——以姜堰市人民法
院对婚约财产纠纷的审理为例一、民事习惯法司法适用的背景二、民事习惯法司法适用的过程三、民
事习惯法司法适用的效果四、余论民事习惯法的司法运用探析一、引言二、民事习惯法司法运用的意
义三、民事习惯法司法运用的依据四、民事习惯法司法运用的条件五、民事习惯法司法运用的方式六
、民事习惯法司法运用的效力七、结语实证调查当代农村的民事习惯法——以江西大湖村为考察对象
一、导论二、物权习惯法三、债权习惯法四、互助习惯法五、婚姻、分家析产与继承及赡养习惯法六
、丧葬和祭祀习惯法七、结语当代中国物权习惯法——广西金秀六巷“打茅标”规范考察报告一、历
史上的物权习惯法二、物权习惯法的内容三、物权习惯法的效力四、违反物权习惯法的责任五、结语
传统法律知识现代社会的变迁与贡献——现代牧业社区苏鲁克物权习惯研究一、绪论二、苏鲁克民事
习惯功能变迁三、流变中的苏鲁克民事习惯广西平果县马头镇结婚习惯法——以2008年笔者的结婚经
历为考察对象一、引言二、结婚对象规范三、合命规范四、定糖规范五、纳彩规范六、接新规范七、
婚宴规范八、闹洞房规范九、回门规范十、结语学术综述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研究综述一、引言二、
民事习惯法的界定三、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的调查及研究四、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的内容研究五、当
代中国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六、对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研究的评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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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习惯法的自身局限。
习惯法自身的局限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1）形成需时间。
习惯法以事实上的惯性为必要条件，而习惯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一般而言，习惯
存在的地域越广则其形成需要的时间越长。
就此而论，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当代的习惯法如此的匮乏了。
新中国成立后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和旧有的习惯划清了界限，却因频繁的各种运动而阻碍了新的
习惯的形成。
（2）起点难确定。
习惯法究竟于何时方成为法律而有法律上的效力，颇难确定，从而使习惯法的认定和适用成为问题。
（3）内容无明文。
习惯法内容为何往往即使是从其而惯行之人亦无法完全把握，特别是其内容涉及细微之处时，法官更
难了解。
（4）证明有困难。
习惯法既无明文，自需证明之，但证明手段、方法如何，怎样才能认定习惯法之存在及内容，颇为困
难。
民法学家王伯琦教授对于习惯法的局限曾有深刻论述，“习惯法的存在，必须其国内的习惯单纯统一
，民族团结坚强，社会情况稳定，方才可以维持，而小国寡民，尤为适宜”。
其言甚是。
5.法学方法论的发达。
抛开立法技术上进步而抽象立法极大地扩展了制定法的适用范围并限缩了习惯法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谈
，法学方法论的发达亦为习惯法势衰的重要原因：首先，法律解释学的发达同样扩展了制定法的适用
空间；其次，由于习惯法自身存在的众多局限，使得适用习惯法进行裁判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很多
法官即使在进行法律补充作业时也经常假以法律解释之名义进行，从而使得很多国家和地区立法中习
惯法优先于法理进行适用的条款形同具文；最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类推适用技术的发达
也限制了习惯法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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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习惯法论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