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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探讨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法与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之间关系的论文集。
作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对峙可以概括为大、小传统的对立。
大、小传统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倚靠的关系，没有小传统的存在，大传统便失去了基础，而没有大
传统的作用，小传统亦难以被提升。
国家法是人类建构理性有意规划的结果，它以齐一化的交往秩序为指向民间法则是在经验理性基础上
自发生成的，它以个体的自由和利益为指向。
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惟一出路，应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合理包容，即国家法的契约化，并籍此与民
间法相照应。
在这种理念基础上，作者还对民间法与习惯权利、民间法与人权保障、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民间法与
司法、民间法与法律方法、民间法与法律的全球对话以及民间法研究与我国法学的创新等一系列崭新
的、饶有兴味的话题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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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晖，甘肃省天水人，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学术和其他作品有，《行政权探索》、《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
《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诠释与应用》《两人合著》、《法律的意义
追问》、《象牙塔上放哨》、《法理学》、《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法治演讲录》、《
法哲学讲演录》、《耕行煮韵》《诗选集》、《法律哲学》、《法林望道》、《法林守道》、《雕句
铭心》《长短句选》、《法边絮谈》、《沟通理性与法治》等。
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学术随笔90篇。
主编法学丛书《法理文库》、《公法研究》、《民间法文丛》等，主编《民间法》、《法律方法》等
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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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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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与法学研究(代序)
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兼论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
　一、大、小传统间冲突的必然性
　二、沟通大、小传统间冲突的既有方式
　三、契约性法律与自治：沟通大、小传统的最高理性
　四、中西之变，大、小传统的断裂结构和沟通难题
　五、央地关系，大、小传统的断裂结构和沟通难题
中国法学的路向与民间法
　一、法活、大国意识与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二、拒绝西方？
照搬西方？
抑或寻求法学世界结构中的自我？

　三、中言中国法学的路向
　四、大国法理格局中的民间规范
全球化的法律、法理与民间法
　一、法律的全球化所提出的几个重要的法理学问题
　二、法律全球化对法理学研究的一般意义
　三、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的定性问题
　四、法律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的作用
　五、法律的全球化与法学家关于法律普适性的努力
　六、“普适性”与“地方性”：法律全球化的悖论
　七、法律全球化与法理的全球对话
　八、对话的全球化与民间规范的作用
社会变革、法理学的进路与民间法
　一、价值选择与政治变革
　二、社会实证与社会变革
　三、规范研究与法律变革
　四、回应型社会、民间规范研究和规范法学研究的结盟
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一、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一般性描述
　二、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
　三、变革社会中乡民社会与乡规民约的遭遇
　四、简要的结语
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
　一、何谓习惯权利
　二、民间规范作为习惯权利之载体
　三、习一赁权利作为民间规范之必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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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必须涉及制度和公共交往中的人（国家）的内在关联问题。
在我国，人们尽管人云亦云地谈论什么制度问题，但往往不求甚解地谈论它的却大有人在，因之，制
度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也就变成了说起来严肃，行动起来却如云里雾里的东西。
特别是把制度不适当地和法律相割裂的情形，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这里专指正式制度）的理解
。
例如经济体制（制度）改革、政治体制（制度）改革等，为什么形不成法律成果？
笔者想，这和我们没有把法律和正式制度必然联系起来有关。
鄙人以为，就正式制度而言，没有形成法律成果，就很难说有正式制度。
法律是正式制度的符号标志。
言及这些，恰恰是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制度和规则的影响程度，决定着其在国际
交往中的地位高低、影响大小。
　　以法律为符号表征的任何制度，其所指向的是在法律有效的时空范围内的所有人、所有组织、所
有交往行动者。
因此，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中的法律规则能施加何种程度的影响，自然也就决定着在某一法律的时空
效力范围内，该国的实际地位。
完全可以说，在今日世界的交往秩序中，所谓处于强势的西方世界，其实质是为世界交往的行为规则
施加了更多的影响而已。
但这一影响却不是以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道德主义为原则的，而是以根据其国家利益为基准的功利主义
为原则的。
中国倘要进入世界交往秩序中大国的行列，如果不关心世界交往中法律的走向，不关心如何在国际法
律的制定中表达其更多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内的法治建设，那么，中国在世界体系或者世界
结构中的大国地位就只能是一种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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