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羌族法制的历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羌族法制的历程>>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2359

10位ISBN编号：7562032351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鸣

页数：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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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羌族法制的历程>>

内容概要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史以来羌族法制的基本状况，并对羌族法制的生成、发展及其规律进行了
初步的阐释。
这对于深入挖掘民族法律文化遗产，揭示民族法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总结在国家“大一统”的
前提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经验，繁荣民族法学，促进羌族地区的民族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传说他们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羌族中的若干分支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的各民族。
约在唐宋以后，羌族多与汉族或者其他民族融合，唯迁居岷江上游的羌民艰难地独立生存下来，逐渐
壮大，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必定延续着特定的民族文化。
羌族法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其内容大致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秦汉以来历代王朝针对羌
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制定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二是羌族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范
；三是羌族自己逐渐形成和在本民族中普遍适用的羌族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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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鸣，男，四川泸州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在羌族地区生活过若干年。
199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法律史、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
出版了《明代土地法制研究》、《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的历史演进》、《羌族习惯法》（合著）等
著作。
在《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
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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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土司的奖惩明代对土司“恩威兼济”，赏罚并用。
在赏赐方面，凡有政绩，立军功，或在纳米、进献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分别予以升迁，升迁办法主要
是按土官官序依秩提升，其次是授流官官衔，再次是加授散阶、勋级虚衔，以示褒奖，其待遇几乎与
流官相同，民族差别被掩饰和弱化。
在罚罪方面，一是要贯彻“不可尽绳以法”的原则。
土司犯罪，不必完全依循汉法惩治，法律规定：“云贵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官及各处大小土官，犯该
笞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俸罚俸，无俸者罚米。
”[1]二是要贯彻“轻者可轻，重者难宥”的原则。
对反叛的土司，取消世袭，绳之以法，该典刑的典刑，该革职降职的革职降职，该迁徙的安置于别卫
，有的甚至杀一儆百。
但对于犯轻罪而又有悔改之意的土司，则网开一面，予以宽宥，或准其用本民族的习惯法来处理，以
罚代刑，即以金、马、牛、粟等赎罪。
由此可见，明代对有罪土司的处罚比起元代“土官有罪，罚而不废”的简单方式更加灵活、丰富和注
重实效，标志着惩治有罪的土司法律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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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羌族法制的历程》是我国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从中国少数民族整体出发，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她与其他国内民族关系密切，
融为一体，因此，羌族法制的历程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历程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法制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族别史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法制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演
进道路，这与其他民族的法制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羌族法制的历程》这部专著又是羌族研究的重
要成果。
2007年岁末，室外温度达摄氏零下十余度，这是全年最寒冷的一天，在这一天我完成了《羌族法制的
历程》一书，历时七年。
窗外群山肃立，草木凋零，寒风萧瑟，室内灯光柔和，暖气充足，新茗飘香，这是关起门来看书写作
的好时光。
我深知一个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有的事做不了，有的事不能做，作为一名教师，自己
只求教书育人、做做学问就算有所交代、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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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羌族法制的历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羌族法制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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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