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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习惯权利论》主要运用哲理思辨+规范分析的复合分析方法，以习惯权利的法哲学为研究视角
，以习惯权利的日常生活性为分析背景，以习惯权利的事实性为分析轴心，初步描绘了习惯权利的法
哲学体系构架。
《习惯权利论》从法哲学视角按本体论——生发论——价值论——运行论把内容分为相应的四个章节
。
从本体论看，认为习惯权利在权利属性上是一个事实性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主张。
从生发论看，习惯权利的生成是以“俗成”方式形成，主要靠习惯权利横向的优势合法化和纵向的无
意识影响来完成。
从价值论看，权利本身既是价值的承载体，同时又是实现价值的手段，习惯权利亦然。
然习惯权利有着特殊的事实性价值，即“群体性正义”、秩序价值、人权价值和传统性价值。
从运行论看，习惯权利和国家法事实上存在着双向影响性，这种相互影响可以发生在立法、执法和司
法过程中。
《习惯权利论》的研究将最终揭示习惯权利所内含的生活哲理，释放出习惯权利的话语权，即在国家
法层面释放出习惯权利的话语空间，在权利体系的研究中释放出习惯权利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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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一本民间法专著，《习惯权利论》汇集多位民间法领域专家的作品。
其中既有作者韦志明多年来深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认真调研的积淀之作，也有学者们多年研究民间法
问题的心得体会。
然而，其又不仅是一部民间法专著。
本书内容涉略极为广泛，不仅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阐释了民间法范畴中的相关理论，而且
还通过中西方之间、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比，让读者对相关内容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相信本书的出版，定会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不仅更好的实现了在对该研究领域内学术成果的搜集
，也为相关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优质的研究资料，从而使学界更关注对民间法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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