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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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于1994年深入羌族地区作实地考察，与当地民众同吃同住，收得数以千万字计的文献、碑刻
、协约、口碑资料，在此基础上撰成此著。
行文之中，先探寻羌族习惯法的历史渊源，然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维度，对习惯法的具体内容进
行了考察。
以命盗、婚姻、生活劳作为视角，透视习惯法的实体性内容；以人与法、神与法为视角，透视习惯法
的程序性内容；以民约为视角，透视习惯法的特殊形态，进而展示其鲜为人知而又异彩纷呈的细枝末
节，为世人了解羌族法文化的传承演变，提供了生动而感性的描绘。
以此为原点，对羌族习惯法的文化个性及其儒家化倾向、对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发表自
己的见解：并借助现存碑文和传世律典，对清末羌区法律实践状况进行微观考证。
在如上叙事、分析、论证之余，作者以为，诸如羌族地区一类的乡土社会，其秩序构建决非仅源于国
家法一途，民间习惯法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之立法与司法，应对此给予充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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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大轩，男，汉族，1965年3月生，重庆市梁平县人。
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民族法文化和法律史学研究。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副主委，沙坪坝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日
报》“法象万千”专栏撰稿人。
在《历史研究》、《法学研究》、《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思想战线》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六十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七部，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励，其中合作专著《羌族习惯法>（副主编）获重庆市第三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重庆市首届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奖；个人专著《道与中国法律传统》
获重庆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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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诗叙述其祖先所居之地“一片莽原”，恰好印合了《后汉书·西羌传》关于西羌“滨于赐支，
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的说法，他们畏秦之威而迁徙，并非一开始就向南走，而是“羌人集众往西走
”，与《西羌传》“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的记载吻合，然后再南向越过青海、四川之间的“补朵山
”（羌语）以及岷江上游的“大雪山”，再倘过“热滋”（羌语，即今松潘）草原，来到“日补坝”
（羌语，即今茂县附近）等地，打败了土著的“戈憨”（又称“戈基”）人，最后定居在今理县、茂
县、汶川县、松潘县、北川县等地。
　　两汉时期，南迁诸羌在岷江上游诸地完全定居下来并衍生出多支种落，按《羌戈大战》的说法为
九支，“羌人九弟兄率九支人马”，阿巴白构的大儿子渴巴住格溜（茂县）、二儿子昔查住热滋（松
潘县），三儿子出扪住夸渣（汶川县），四儿子出主住波洗（理县薛城），五儿子木勒住慈巴（黑水
县），六儿子日格住喀书（绵池），七儿子骨夷住尾尼（娘子岭），八儿子娃则住罗和（灌县），九
儿子尔国住巨达（北川县）。
以传说考诸正史，信而有征的汉代西南羌种有如下几支：“牦牛种”，在越离郡（故治邛都，今四川
西昌东，大渡河南边）境内，又称越羌；“白马种”，在广汉郡（故治今四川金堂东南，后移雒县，
今四川广汉）西北，又称广汉羌；“参狼种”，在武都郡（故治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的西部，又
称武都羌；“青衣羌”，在汉嘉郡（治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境内；“七羌”，在汶山郡（治今汶川
县棉池乡）境内。
[2]可以想象，在汉代岷江上游的山水之间、陌路之旁，随处都可能看到“被发覆面”，“右衽”衣襟
的异乡客，他们就是羌人南迁之祖的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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