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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法理论探索”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民族法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由国家“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我们立足于将民族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当前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立法、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区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实际相联系，既注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关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实际。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民族法学界较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国内民族法理论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也形成了
一支专业学术队伍。
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目前我们面临着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发展与创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结合形势发展，实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如何通过推出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民族法制建设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如何通过研究和交流，增进世界各国对中
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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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5年4月，我在硕士生二年级时，与郑定、田小梅两位同学到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十数天的社会调查
，合写了《凉山彝族地区家支组织的考察报告》，作为调查总结。
我利用凉山彝族习惯法的材料，又写了《从凉山彝族习惯法看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义》一文，投
稿几个刊物，未被选用。
后投稿《比较法研究》，接受贺卫方先生的建议，题目改为《对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初步研究》，发表
于该刊1988年第2期。
1986年至1989年，我在博士生期间，在导师张晋藩先生指导下，写了《清代民族立法研究》的博士学
位论文。
部分内容以《简论清代民族立法》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全书经张晋藩先生推荐，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以上论著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和古代民族立法领域，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前瞻性，引起了一些学
者的关注。
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领导邀请我参与该校“985工程”中有关民族法制的课题研究。
我接受该项目的子课题研究任务后，就组织人员分工撰写。
因参加人员工作变动，推迟了交稿的时间。
本书选择了秦汉唐明清五个朝代的国家政权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并把上述
政权因族制宜的政策与法制视为中国古代民族自治的方式进行研究。
这方面的政策与法制对中国当代民族自治制度的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民族自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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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五、西藏地区的刑法自治　六、西藏地区经济自治　七、西藏地区的宗教自治　八、西藏地区的
军事管理制度　九、西藏地区的司法制度　十、清代西藏地区的自治特征第六章　清代回疆地区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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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言：“擅杀、刑、髡其后子，谳之。
何谓‘后子’？
官其男为爵后，及臣邦君长所置后为子，皆为后子。
”①此律意在保护臣邦君长的法定继承人后子的利益。
秦简还对少数民族犯罪行赎进行规定。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
何谓‘真’？
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
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
结合下一条“何谓赎鬼薪鋈足？
何谓赎官？
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之条文来看，少数民族首领犯了罪，可以赎免，且在量刑上可以从轻判处。
②上条还规定了有关少数民族“国籍”‘的认定原则，如该条文的解释：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父母所
生子，以及出生在其他国的称为“真”，父为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母亲为秦人，其所生子为“夏子
”。
又规定：“臣邦人不安其主而欲去夏者，勿许。
何谓‘夏’？
欲去秦属是为‘夏’。
”意指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如不满其主而欲离开华夏的，不予准许。
③秦简规定：邦客与秦人相斗，应依法罚布缴钱。
即“邦客与主人斗，以兵刃、投挺、拳指伤人，愍以布。
何谓‘愍’？
愍布入公，如赀布，入齑钱如律。
”④蛮夷用以赎罪的还有赕钱。
昭襄王曾与巴夷盟：“伤人者论，杀人顾死赕钱。
”其中“赕”，系指蛮夷赎罪之货。
⑤　　少数民族在赋税制度上也与郡县制不同，较有优待，史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以蛮夷君
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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