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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的成长是一个文化的命题。
法的自然演进和变迁与经济文化类型、经济形态、政治、宗教、民间传统等因素的关系不可割裂。
中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固有法为现代法学和民族学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特别是活化石
般的样本。
《法学社会学研究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
既注重考察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或群体内部的法律文化，又注重考察不同文化、民族或群体间法律文
化的相互影响，从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的传统文化诠释这一处于原生态的法乃至一般法的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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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概念、材料与方法第一节 关于法的释义第二节 关于法的进化的解释第三节 材料运用与方
法问题第二章 经济文化类型与法的自然演进第一节 通过经济文化类型观察固有法的意义第二节 俗成
习惯法：以独龙、布朗、佤等族为例第三节 约定习惯法：以凉山彝族为例第四节 准成文习惯法：以
大瑶山瑶族为例第五节 初阶成文法：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第三章 经济形态与法的变迁第一节 社会生
产发展水平与固有法的变迁第二节 群体内的经济协作与分工：权威的形成及其法律职能的专门化第三
节 群体间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权利与义务意识的形成及其普遍化第四节 经济事件与经济行为在
南方山地民族固有法中的体现第四章 制度文化与法的变迁第一节 无国家社会的政治：群体内部的秩
序安排第二节 调解与武装冲突：群体之间的纠纷解决第三节 南方山地民族的多元主义法律传统第四
节 族际互动与法的制度性演化第五节 民族区域自治法：多元法律的现实例证第五章 法律成长过程中
的宗教性因素第一节 自发宗教：南方山地民族固有法的起源与精神基础第二节 禁忌：类同于法律属
性的初级社会控制形态第三节 神判：神灵意志下的法律行为第四节 外来宗教的传播与法的因变第六
章 从民间传承系统看法的演变第一节 社会价值：观念的传播与法的跃迁第二节 习惯：民俗在法律演
进中的角色意义第三节 石牌·铜鼓·印玺：从民间传承的象征符号系统所见法的变迁第七章 从南方
山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诠释法的一种成长模式第一节 法律成长诸因素及其作用模式第二节 静态观
察：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文化的结构特征第三节 动态观察：南方山地民族法的逻辑演化第八章 简要的
结论：法的成长--一个文化上的命题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二 重要术语索引后记第三版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法的成长>>

章节摘录

　　在信奉小乘佛教的云南布朗、德昂等民族，内部都有规定：男子满12岁，必须到佛寺当和尚，学
习傣文、佛经，至22岁（或15~16岁）还俗后才可以串姑娘、结婚、从事生产劳动。
布朗族还严格规定，男子未进佛寺当过和尚或未文身者，便不能讨老婆。
服务于宗教、服务于佛门成了这些民族男子在政治上特有的权利和在法律上应尽的义务。
傣族更是几乎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投入到佛教生活中，没有当过和尚的人会受到社会的歧视，被视为没
有知识的“生人”、“野人”，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而且成年后连娶妻都十分困难。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一生作这样的安排：男孩出生至七八岁后入佛寺当和尚，少则数月、一年，多则三
五年，有的甚至终生为僧；长大成人娶妻生子；50岁即进入老年期，这时主要的精力就用于尽心赕佛
，准备上“天国”。
他们认为这是最理想、最完善、最美好的归宿。
因此每个男孩到七八岁就自觉地去当和尚、学傣文、念佛经、接受基本戒律。
还俗时正值青年时期，这时的精力主要用于生产，但在道义上仍遵守戒律，参与、支持宗教活动。
进入老年阶段即退出生产，专心事佛，为求得来世幸福作准备。
他们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总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违犯过这条或那条戒规，有了罪过，老了要好好
赕佛，虔诚忏悔，并以“赕”作为实际行动来向佛赎罪。
这些傣族、德昂、布朗等族居民在平时生活中谨小慎微，严格遵守佛教教义和教律。
该教教义以宇宙间有3个世界（即西方极乐世界、人间或红尘、地狱或阴间）为诱因，鼓励人们超脱
红尘，以爱和怜悯去铸就自己未来进入太虚幻境、过太平无事生活的资格。
　　它主张人与人之间须发挥友爱精神，避免吵闹争夺，以“三皈”、“九戒”律身。
“三皈”即皈佛、皈法、皈身，“九戒”即不杀生、不偷不盗、不奸淫妇女、不喝酒、不抽烟、“禁
欲及按时就餐”、“不打拳、不跳舞、不击鼓、不吹笛、不弹弦、不看戏、不擦粉、不带花”、“只
许睡一尺高的床，不许垫棉”、“不做买卖，不用金银”等内容。
这些教义教律对这些民族道德规范、法律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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