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 卷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试论当前凉山彝族习惯法存在的原因及意义

王明雯

（西昌学院 社科系， 四川 西昌 !#$%#&）

【摘 要】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以成文法为主流的社会，国家法制统一内在地要求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控

制是全方位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彝族习惯法自身的因素等原因，目前，彝族习惯法在凉山

仍然存在和有效运行。并且由于彝族习惯法代表和满足了凉山彝族地区、彝族社会关系网络中彝族成员的

需要，因此，有它生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同时也就有了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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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凉山

的民族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应当看

到的是：在凉山彝族地区国家法并没有取得绝对的

优势，相反，彝族习惯法深得彝族民众的信赖。目

前，在凉山彝族地区呈现出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

存的二元格局。一般说来，国家法的适用只到县一

级，县以下的彝族农村地区基本以彝族习惯法解决

所有纠纷。每年大约有 (%1 的案件在民间已按彝族

习惯法解决了。以美姑县为例，美姑县法院每年解

决的民事案件仅有 )% 2 -% 件，起诉到法院的仅占

#%1 ，而 (%1 的案件均在民间按传统习惯法解决

了。3 # 4 在彝族民众中，家支观念及组织复兴，依照传

统的习惯法私理案件，并倒算人命金及家支复仇事

件还时有发生；在婚姻继承制度方面，人们还承袭

传统习惯法的转房制 （指丈夫死后，寡妇须转嫁亡

夫家支其他男子）、等级内婚制 （要求婚姻的缔结只

能在本民族内的同一等级中进行，且必须议交聘金

（身价钱））、实行长子继承制等，这些说明彝族习惯

法的存在及有效运行是客观事实，不容我们回避，

也不能回避，我们应当正确地加以分析和利用。

一 凉山彝族习惯法存在的原因

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以成文法为主流的社会，

国家法制统一内在地要求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控制

是全方位的，即便是偏远的农村也毫无例外地要受

国家法的调控和规范。然而，彝族习惯法还在凉山

大量存在，人们普遍自觉维护和遵守，起到了广泛的

约束作用。究其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家支观念及组织复兴

凉山彝族社会的家支组织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

纽带的家族联合组织。家支组织作为彝族习惯法赖

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实施主体，

对维持彝族习惯法的运行有重要的作用。解放前，

凉山彝区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家支组织起着

政权组织的作用。由于家支组织都有保护本家支成

员的作用，故凉山彝谚云：“离不开羊子，离不开粮

食，离不开家支”。在目前，凉山彝区的农村基本上

还是以家支组织为单位而分散居住。在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以后，单干代替了集体，原有的生产队等集

体经济组织已消失，而新的经济互助组织又尚未形

成，人们在生产生活上越来越依靠集社会政治职能

和经济职能于一体的家支，家支内部空前团结，出现

了同一家支搬迁聚居，搬迁户越来越多的新格局。

过去人们归属村组集体意识，如今已被血缘家支重

新代替，家支观念越来越强。一有事就动用传统习

惯法，习惯法的使用频率非常高。3 " 4具体反映在家支

组织中旧的血统观念、等级观念、复仇观念的复活及

家支组织间的经济支援和救助对家支成员的维系等

功能的发挥。因此，彝族习惯法的存在还有其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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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基础。

（二）国家法自身存在缺陷

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法不适合凉山彝区的需

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较少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

特殊情况。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宪法》的有关

条文和 《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的权益虽

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条文的内容过于笼

统，执法的主体不明确，具体落实的机制又含混不

清，缺乏可操作性。 # " $ 而地方立法没能跟上，未能

根据凉山彝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将其具体化，制定

出适合凉山彝区的需要的法律体系，这必然导致

凉 山 彝 族 农 村 地 区 拒 绝 国 家 法 ， 崇 尚 传 统 习 惯

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法作为一种陌生的知识

体系，在强行推进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文化根

基，因此，无法被彝族民众所理解、认同，当然也就

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用学者的话来讲，即是中国

的 “法治半径”还没有把这些地区囊括进来。换一

种说法，即是这些地区还没有纳入国家法的效力

范围。国家法不能深入到彝族乡土社会，也就谈不

上国家法被贯彻和执行了。

（三）凉山彝区的商品经济不发达

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商品经济不发

达，基本上还属于比较原始的农耕经济，被学者称

作是“村寨经济”。# % $这种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生产、生

活状况，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较简单，只要依照传统的习惯法来调解人们之间

的关系也就足够了；二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彝族民众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

观念落后，不可能有民主观念、权利意识等现代的

法治观念。此外，凉山彝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还

比较落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在凉山彝区

还仅仅是开头，在短时间内，尚不足以完全冲破传

统习惯法的种种束缚，尚不足以完全克服传统习惯

法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旧的观念。因此，不可能完全

消除传统习惯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凉山彝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

凉山彝区的地理条件艰苦，交通还不够发达，

有的地方还相当闭塞。在一些边远山区，仍然有不

少彝族同胞一生都未能见过世面。这必然限制了当

地群众的眼界，不可能，也无从了解国家法的内容，

更不可能去寻求国家法的保护。而特殊的彝族民

众，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亚文化圈，使他们逐渐

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最终，形

成的是彝族民众自己所熟知和信赖的习惯法。一般

说来，越是闭塞的村落，传统习惯法的影响越大，国

家法的影响也就越小。调查显示，国家法的适用只

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彝族聚居地区基本以彝族习惯

法解决所有纠纷。 # & $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彝族农村

地区这一片土地上，人们与国家法基本无关。

此外，由于彝族习惯法中包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如

家支成员在生产上要互相支持、在生活上要互相帮

助、尊老爱幼、救危扶困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彝族文

化的精华，也有利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得

到彝族群众的拥护。因而，有其存在的群众基础。

二 凉山彝族习惯法存在的意义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彝族习惯法代表和满足了

凉山彝族地区、彝族社会关系网络中彝族成员的需

要，有它生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因而也就有了其存在

的价值。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习惯法所以保有如

此顽强的生命力，部分源自其自身为小传统的性质，

部分则是因为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尚未被在根本

上改变。”# ! $在其存在的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

况下，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并存的二元格局将不

会发生改变。目前，彝族习惯法还不可能退出历史

的舞台，它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凉山彝族

习惯法的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认为至

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维持社会秩序

彝族习惯法是彝族民众生活秩序的基础，也是

凉山彝族地区的本土文化资源，它的存在和有效运

行，说明彝族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中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和深厚的文化根基。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内容极为

丰富，包括了刑法制度、民法制度、婚姻家庭继承制

度及诉讼制度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人身和财产权

利方面的社会关系作出详细规定，从而维持着彝区

的社会秩序。在凉山广大彝族农村地区，每年大约有

’() 的案件在民间已按彝族习惯法解决了。据凉山

州政法委 “民间调解”课题组对昭觉竹核镇、雷波莫

红镇、美姑巴镇、喜德米市镇、越西上普雄镇这五个

彝族聚居乡的调查统计：五镇人口总计 %*’!& 人，

+((" 年共发生可知民间纠纷 &+’ 件，其中经彝族民

间 “德古”（调解人）调解的案件达 &,+ 件，占民间纠

纷总量的 ’!- .’) 。诉讼至法院的仅有 ,. 件，占民

间纠纷总量的 "- +,) 。 # . $ 这在客观上，为公、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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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减轻了工作压力，同时，由于其解决纠纷具

有及时性的特点，使得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可以肯定的

说，彝族习惯法是推进凉山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忽

视的规范体系，它在维持社会秩序 # 构建彝族和谐

社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弥补国家法的不足

如前所言，由于国家在立法过程中较少考虑少

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不适应凉山彝族地区的需

求。同时，它作为一种陌生的知识体系，在强行推进

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根基，因此，国家法

自身存在先天的不足，无法被彝族民众所理解、认

同，当然也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而凉山彝族习

惯法作为调节彝族社会公共行为的法律规范，从古

至今都存在于彝族地区。“在今天，广大的彝族农村

基层的社会秩序也是主要是依赖于习惯法，在自然

村一级的社会单位中习惯法充当了微观秩序实现

的主要依赖。”$ % &在当今中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格

局下，$ ’ & 凉山彝族习惯法弥补了国家法难以满足凉

山彝族地区需要的局限性，因而有着其存在与发展

的土壤和空间。

（三）传承彝族法律文化

彝族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由彝族习惯法观念、习惯法意识、习惯法

规范、习惯法行为、习惯法的实物形态等构成的总

和。彝族法律文化的传承是指法文化在彝族民众间

世代传递、继承。彝族习惯法是彝族法律文化的主

要载体，彝族习惯法世代相传的过程，也就是彝族

法律文化保存、继承、传递的过程。其方式主要有口

头和行为两种形式，具有前塑文化的特点。具体体

现在：彝族习惯法观念、习惯法意识主要是通过口

传身教而得以传承。在彝族的 “赛说”活动中、在祭

祀仪式上、在头人调解纠纷时、在家支教育中，彝族

的德古、毕摩及长辈都承担着传授习惯法的任务和

职责。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彝族习惯法内化为

人们的内心信念，成为他们自觉的行为，并得到宏扬

光大。

（四）为古代奴隶制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借鉴

凉山彝族习惯法被学者称为奴隶制社会习惯法

的 “活化石”，$ () & 得到了学者的高度赞誉。由杨怀英

等编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法律制度研究》一书是目

前较系统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法律制度的作品。该书

按照：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简况——— 凉山彝

族奴隶社会的等级隶属关系——— 刑法制度——— 民法

制度——— 婚姻法制度——— 继承制度——— 诉讼制度的

体例进行编写。意在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关注其

作为“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完整性，认为“彝族习惯法

的许多方面可以与世界某些同一类型社会的、古代

许多奴隶制国家的成文法和习惯法相比较，其系统

性和完整性是毫不逊色的。”它为古代奴隶制法律

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海来拉莫、曲木约质在《凉

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一书中指出：凉山彝族 “奴

隶制习惯法也相当丰富，这就为我国奴隶制法律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活化石。因此，应用凉山彝族奴隶

制社会民族学资料来研究中国早期奴隶制法，对弄

清楚中国法起源，认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规律，丰

富中国法制史和民族法学研究的内容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 &凉山彝族习惯法还为法人类学、法社

会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以及彝族习惯

法自身的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彝族习惯法在凉山仍

然存在和有效运行，这说明彝族习惯法在现代社会

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也正是由

于彝族习惯法代表和满足了凉山彝族地区、彝族社

会关系网络中彝族成员的需要，因此，有它生存的特

定社会空间，同时也就有了其存在的意义。为此，我

们应当加强彝族习惯法的研究，很好地改造和利用

彝族习惯法资源来强化和弥补国家调控手段的不

足，从而在凉山彝族地区构建出一套崭新的秩序，实

现法治现代化与传统法文化的和谐发展，为凉山的

民族法治建设、为构建和谐凉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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