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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筹备了多年的丛书，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
　　近二十年前，鄙人开始关注民间法问题，其中缘由，是和当时参与教育部项目“回族法文化研究
”密不可分的。
通过相关调查和研究，我才自觉地认识到：人们日常的交往生活，尽管依赖于国家正式法律者甚多，
但人类秩序的建制，并不首先是从法律开始的，相反，法律本身的制定，必须遵循社会生活的规定。
这种认知，虽然在既有的法学理论中不但有所耳闻，而且是彼时法学教育中大讲特讲的。
那时，所谓研析“规范内部的学问”还不被人们所接受，不像如今这般红火。
虽然人们在讲授课程时，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事实决定法律一类的观念不时传授给学
生，但在实践层面上，究竟如何把握这一问题，学生也罢，老师也罢，经常是不得要领的。
相反，把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存在的既有规则，如祭祖规则、节庆规则、信仰规则等等，一股脑儿归结
为所谓“四旧”，必欲彻底扫除而后快，却是司空见惯的。
其结果是教材所授与实践操作之间巨大的反差，甚至出现实践所为和理论教化之间的倒挂：似乎不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倒是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决定社会及其发展。
　　不过近十多年来，我国立法、司法等法治实践的发展，还是最终趋向于对我们时代和国情的关注
，法律的全球化和法律的本土化关怀几乎同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搬演。
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大智慧和大手笔予以探索、协调和对接的问题。
在这期间，学人们不仅探讨法治化进程中和全球化相呼应的问题，而且也开始深究中国法治的自身土
壤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民间规范论”、“私力救济论”、“替代性纠
纷解决机制论”以及“法人类学论”等不同的学说，成为我国不同法学者之间探究法治化进程中自身
土壤问题的几种主要进路和学术观点。
围绕这些理论或进路，产生了一批学术论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法治发展中，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功能的司法机关，已经在认真尝试如何
在司法中将法律的一般规定和民间规范相结合的问题。
其中“泰州经验”、“东营经验”、“陇县模式”等，引起了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关注，这更
进一步证明在学术研究中关注民间规则以资法治实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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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习惯秩序和习惯性规范。
本书认为，习惯性规范是一种独特的规范现象。
它以构成社会习惯的特定社会事实为表现形式，人们通过常规化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它，通过自发自治
的民间秩序来维持它。
习惯性规范通过社会生活的表层现象来阐释社会生活的深刻意义。
它的深刻源自相互合作的基本需要，源自公共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源自共同体的历史沉淀。
习惯可以观察、描述、统计和分析，因而来源于习惯的习惯性规范就同样具有了实证化和实践论证的
客观性特征。
习惯性规范是微观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它有自己的调整原则和逻辑，它本能地拒绝突变，只适应缓慢
的变迁。
它是任何法律体系都无法回避的制度环境，可以为其他规则提供养分，也可以瓦解变异的企图。
习惯性规范对法治客观性有一定的：中击，但只要我们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合法性，就
完全可以将它们纳入承认规则的体系中，为法治客观性做出别样的贡献，在法官裁判规范体系中捞演
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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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法律运行中的习惯是以什么形态出现在法律话语系统中的？
习惯为何具有规范性？
习惯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范？
习惯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事实？
习惯所具有的规范性与其他规范比较起来具有何种特殊性质？
在我看来，习惯是法律运行中的普遍现象，具有一般意义。
我要研究的不是从被称为是“习惯法”的习惯人手，而是从一般社会习惯开始，分析作为社会事实的
社会习惯的规范性问题。
　　（2）习惯性规范作为一个一般的分析性概念，它具有哪些构成要素？
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习惯性规范的存在？
习惯性规范具备何种条件才能成立？
习惯性规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3）习惯性规范与一般的社会规范相比，有哪些独特的规范实质？
　　（4）习惯性规范在社会秩序中的功能和作用建立在何种机理之下？
有哪些作用方式？
　　（5）习惯性规范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有何种关联？
国家制定法吸收和认可习惯性规范的形式有哪些？
　　（6）习惯性规范能否进入国家的司法过程？
进入的方式有哪些？
条件有哪些？
　　基于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框架设计，本书采用的研究材料和方法不免零乱了些，既有历史主
义者的按图索骥，也有功能主义者的价值评判；既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也有规范法学意义上
的概念分析；既有大量权威的文献征引，也有我自己的田野调查。
通过这种“不拘一格”的研究策略，我意图建立一种具有空间和时间统一性的体系化框架，用于分析
习惯性规范在法律体系内的一般特征、一般功能和一般趋势。
当然，这只能是我的研究初衷和阶段性研究的自我心得，是否真正实现，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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