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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社会法治论》以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为主线，以国家法和民间法为分析的进路和视角，就
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和进路
探索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问题，力图分析制约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以规则和秩序的形
成为分析路径，克服了以往以社会现象为论题、以经济为基础的分析模式；二是人文关怀是《农村社
会法治论》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三是分析了国家法在农村社会中的局限性，改变了纯粹从
理论上分析国家法自身的缺陷而无实际的带有特殊性的分析；四是系统地梳理了民间法的定义、内容
、渊源等问题，更深入地分析了民间法的基本重大理论问题，克服了把民间法作为一个概念使用而没
有深人分析具体的民间法理论问题，提升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深度和价值；五是具体分析了国家法与
民间法冲突和互动的模式，并用实例加以分析说明，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具体化，在改造和重塑
民问法的同时，树立国家法的权威，构建以国家法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升了对国家法与民
间法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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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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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分艰苦，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口相对较少，并且居住分敢，人员流动不大，保持自给自足的生产
生活方式，经济文化落后；而城市多为坝区或平原，土壤肥沃，生存条件好，人口比较集中，人员流
动性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发达，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引导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第二，相对性。
城市与农村是社会发展中的两面镜子，可以相互参照，没有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性，就无法判断农
村的缓慢发展与传统性；没有农村的愚昧、保守和无知，也就无法说起城市的文明、开放和理性。
所以，我们在批判农村落后的同时，往往是以城市的发达作为参照系的；我们在批判城市道德滑坡、
人与人之间关系功利化的同时，刚好又是以农村的朴实和人与人之间注重感情的交流作为参照系的。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在城市是好的而在农村就变成了坏的，或者在农村是好的而在城市就变成了坏的这
样的结论，简单地把城市当成农村的反面或把农村当做城市的皮面，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判断。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农村与城市的相对性，更不能否定农村对城市的贡献，农村不仅是城市的发源地，
而且也是城市的母体。
第三，传统性。
农村社会之所以成其为农村，不仅在于地域的特殊性，多为高山峡谷和丘陵山地，而且也在于生活方
式、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传统性，以农耕生活为主要生产经营方式，以自给自足为主要
生产目标，没有工业，也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主要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
为纽带，处于熟人的生活圈层，很少与陌生人来往；没有商品的高速流通，也没有大量的物质交换，
人们之间只存在互助性物质交换以及以物易物的简单物质流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扩散主要依赖于人
们的口耳相授，没有统一的、规范的载体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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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中，离不开规则的约束与治理，法律作为最常见的规则体系，表现出多元化的
形态，认真分析农村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认真梳理民间法的演变与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更好地塑造和完善国家法的地位与权威、认清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艰巨性，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最终的目的是要说明民间法在与国家法的互动中，展示了人类文化或者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
，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规则的由来与演变，在社会生活发展变迁的实际中挖掘传统法治资源，展示璀璨
的法律文化，从而更好地构建国家法，树立国家法的权威，积极探索、开创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新
思路、新途径。
本书以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为主线，以国家法和民间法为分析的进路和视角，就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
中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和进路探索农村社会法治化
建设问题，力图分析制约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以规则和秩序的形成为分析路径，克服
了以往以社会现象为论题、以经济为基础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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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社会法治论》是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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