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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方民族大学学术文库：农村法治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是民间正义观念。
习惯法、非正式纠纷解决、民间个人调解都带有文化性味道的考察，但是这些考察都要为后面的观念
性分析打下基础，最终落脚在民间“法观念”上来。
比如妥协的正义，就是通过“理”的分析考察人们观念上为何不愿诉讼的原因，把“理”作为解决纠
纷的基本范畴，其实反映的是人们不愿外部介入的结果。
不但通过纠纷解决看出人们的内在观念，还可以通过谚语和生活中的仪式、巫术揭示出入们心目中的
“法”是何种样式。
《民间报应正义》是民间正义观念的个案研究。
该文的写作得益于我在坝村看到两邻居为牛吃庄稼发生的争吵和个人所做的巫术，这些诱发了我对“
报应正义”的思考。

　　习惯法、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民间个人调解机制、民间信仰和民间正义观念都是理论性的考察
，而这些非正式制度与法治的专门研究表现在法律供给、司法谱系和执法折扣方面。
这三方面的研究方法论是“地方性知识”。
为进一步说明，我专章介绍“法律是地方知识”的基本内涵、价值和意义，并引申出在乡村的国家法
律供给、乡村司法、乡村执法等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实践。
由此，我们发现法治在复杂的中国社会中面临着很多非正式制度的介入和参与的难题。
总之，法治在乡村是不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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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习惯法效力的内在条件 习惯法效力的内在条件指内在地构成习惯法的要素，它是习
惯法之所以为法而不是其他规范的区分标准，并由此界定习惯法与习惯、国家法的明确界线。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玉波认为习惯具有法之效力的要件有4项：一是须有外部要素，即在一定期间内
，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行为；二是须有内部要素，即人人确信其为法律，甘愿受其约束；三是须
为法律所未规定之事项；四是须有法律之价值，即不背于公序良俗。
[1]马克斯·韦伯通过强制性区别法律、习惯、惯例与习惯法的区别，他指出，作为习惯法的规范，其
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类似的强制性实施机制。
这种强制性包括物理（外在）和心理（内在）两方面的因素。
除此之外，通过激励、同情和确认而不是强制的方式表现出规范有应该的感觉，从而形成法律的义务
。
[2]由此，我们可归纳出韦伯的习惯法作为法的效力：一是物理或心理的强制因素存在；二是对规范的
认同和接受形成的义务感。
梁治平强调习惯法的效力是因为习惯具有法的威严，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强迫机制。
面子、公众舆论即“主要靠一套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有关的舆论机制维持”。
乡民的合法意识是通过纠纷解决对“乡例”、“土俗”的维护与遵守获得的。
[3]虽然学者对习惯法效力认识的观点有所区别，但都认识到强制机制与义务认知。
在基于习惯法的自足性角度上，我们认为满足习惯法成为法的基本要素有四个方面：主观方面、客观
方面、实体方面和保障方面。
 第一，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是民众内心对一种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即心理上对规范的态度。
法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而作为未进入法治国家的国家法律只有客观性，缺乏主观性特征。
因为国家法的本质是少数人为多数人立法，经过少数人的同意而不是所有人的同意是国家法律的重要
特点。
再就是国家法的生成与运作未必使大部分人都参与其中，相反，许多人与之并无关联，面对超大规模
的国家现实，人们与法律（尤指公法）发生关系的几率不大，适用法律的机会并不多，人们的日常生
活事件与它们离得太远，法律的适用意味着常态的生活被打破。
少数人为多数人制定规则、远离常态生活说明对法律缺乏确信和可接受性。
 没有国家介入的习惯法却不同，它是自己人为自己立法，或者前人为后人立法。
其主要特征是法的生成、运作都基于特定群体之许可，特定场域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可能在实践着习惯
法规范，切身体体会到法与自己的紧密性和自主性。
由此可知，习惯法拥有国家法所没有的主观要素，即法律信念和义务认知（表现为同意或接受）。
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对这种规范的广泛认可（同意）”，形成一种应该的感觉。
《牛津法律大辞典》这样说道：“当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确定，被人
们所公认并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像建立在成文的立法规则之上一样时，它们就理所当然可称为习惯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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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法治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的前期成果为本论题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根据民间
正义观念的综合分析写成的《论民间正义观》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11年第5期
转载。
另一篇论文《另一种“法的正义”》，被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11年第8期转载。
我相信，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今后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将不断细化和扩展，并将成为法律社会学的
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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