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套有别于国家法律的“地方性知

识”，少数民族习惯法保留了人类社会许多本真

的东西，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而且其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对于健全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具有启发意

义。但是，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下少数民族

习惯法有精华也有糟粕，或多或少呈现出两种

相异或截然相反的性质。认识这种双重特质，

并分析当下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治理困境，有

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习惯法的时代命运和发展趋

势，进而为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参

照系。

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双重性

（一）族群规范多样性与内容形式非体系化并存

少数民族习惯法源于各民族数千年的生产生

活经验和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底蕴、精神与智慧，内

容完整，规范全面，涉及族群组织、社会结构、公共

管理；盗窃、抢劫、纵火、伤害、强奸、人命；婚丧嫁

娶、继承；租佃、买卖、典当、财产交换、集市管理；礼

仪良俗、祭祀信仰、纠纷解决；土地、森林、动物保护

等，有些规定甚至连现代法都自叹弗如。例如，贵

州黔东南苗寨至今还沿袭着“罚3个100”的传统处

罚方式。凡实施了偷盗、抢劫、危害公共安全、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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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事等扰乱村寨秩序的人，将被处以100斤肉、100

斤米、100斤酒的处罚，受罚者交纳罚赎之后，还得

请全村老小会餐，以示谢罪。贵州册亨县者冲乡岩

洞寨立有一块道光二十八年的乡规民约碑，内容主

要涉及良风美俗、济困扶贫、互相帮助、友善待人、

防盗防匪、禁赌禁奸等，折射出强烈的人道主义、人

本主义和人文关怀[1]。

历史上除个别少数民族政权制定了法典外，如

金的《泰和律》、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蒙古

颁布的《卫拉特法典》、藏族的《吐蕃三律》、傣族的

《芒莱法典》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没有制定系统

的成文法典。其习惯法散落在各种典籍经文、宗教

规范、习俗禁忌、歌谣传说、格言谚语中，有的甚至

承载于石碑、土牢、油锅铧铁等器物设施上，如土族

买卖土地时拆分为两半的石头或骨板，赫哲族为表

示对土地山林占有而划定在树干上的符号或打过

结的草堆，景颇族议和时送对方芭蕉叶包贝母。这

些习惯法渊源不可避免地存在立法结构分散、立法

技术粗糙、制度规范笼统、随意性较大等缺陷。随

着国家法对民族地区法律生活的辐射和冲击力度

不断增大，其局限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民主平等的文化因子与严格的身份等差并存

摩尔根曾这样描绘原始社会美好图景：“人民

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是民主的”。[2]少数民族习惯

法至今还遗存了许多人类社会自由、民主和平等的

原创性智慧，值得现代人好好品味和吸收。清水江

苗、侗族制定“榔规榔约”“款”时，需保障每户人家

都有权利和机会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寨老、族长

等自然权威通常只负责召集、主持会议或宣布表决

结果，族群成员的公意才是立约之基石。无独有

偶，凉山彝族德古调解纠纷时，所有人不分男女老

少、高低贵贱围成一个圆圈充分发表意见，从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人类“圆桌会议”的雏形。德古

调解置于众人监督之下，稍有不公，便丧失声誉和

人心。正如彝谚所言：“德古儿子无能则当马夫，骏

马之仔无能抵债务”。云南佤族民歌的韵脚总是

“江三木罗”①四个字。“江”，佤语是“称”的意思；

“三”，排行老三②，“木”与“三”连在一起，为人名；

“罗”，是三木这个人父亲的名（佤族采用父子连名

制）。“江三木罗”，合在一起就是“公平、公正的三木

罗”。相传三木罗因分配猎物均匀，主事公平、公正

而深受佤族人爱戴。在佤族《司岗里》史诗中，小米

雀虽小，却打开了司岗，诸神力量再大，也不能凌人

之上。万物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一起生活，相互

照应，平等相待。

少数民族朴素的民主平等观只是相对的，在传

统宗法等差的社会结构中，犯上、叛逃和造反仍是

多数成员不可被饶恕的罪行。藏族果洛《红本法》

规定“弹压强人”为“八调法”之一，凡不尊官，不从

佐，乱民败内，有冒临众上不驯之嫌者，均予以剪

除[3]。通常地，杀人、通奸、强奸等犯罪行为只需受

害人及家属支付一定数量金钱即可，甚至默许由当

事人私下调解；但若侵犯了自然权威或职务权威，

轻则没收行为人的全部财产，重则施以肉刑或死

刑。又如，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是奴隶制等级社

会，黑彝（彝语“诺合”）是其“贵族”阶层，主要分为

“兹”和“诺”两个等级，享有完整的人身自由和民事

权利能力，仅占凉山彝族人口的7%。白彝（彝语

“节伙”）是其“平民和奴隶”阶层，包含“曲诺”“阿

加”和“呷西”三个等级，享有的权利自上而下呈递

减趋势。呷西俗称“锅庄娃子”，附属于奴隶主，几

乎没有私人财产和人身自由，擅自逃亡的，将被课

以吊打等毒刑以示惩罚，若是多次逃亡的，则极有

可能会被处死[4]。彝谚有云：“一个孬黑彝也值四个

白彝”，黑彝血统高贵，与白彝之间绝不能通婚，也

不得逾越等级鸿沟。甚至在命案中，同一行为白彝

将受到数倍于黑彝的惩罚。例如，节伙摸了诺合头

上的“天菩萨”，需赔九头牛或砍掉右手，而反过来，

诺合即使扯光节伙头上的“天菩萨”也不为罪[5]127-140。

（三）个人自由的目标追求与浓厚的家族主义并存

少数民族比较尊重族群成员的自由意志。在

婚姻家庭关系中，男女双方大都通过“游方”和“自

相悦慕，答歌意合”等自由恋爱方式私订终身，父母

一般无权干涉。据不完全统计，在侗族、布依族等

南方山地民族，自主婚约占到成婚总数的80%。民

国《三江县志》记载，侗族“大抵，会必有歌，歌而后

生情惬，男女婚姻缔结之始于此场中者，虽尚有必

经之过程，其最先媒介，则歌声也”。其后再由双方

父母择吉日良辰订婚、成婚，履行一系列仪式。这

一点与汉族地区奉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相

径庭。除结婚外，大多数民族离婚和再婚③都较自

由。各地各族离异方式多样，夫妻财产处分、赔偿

等更是迥异。贵州黎平侗寨盛行“女不要男，一担

水，男不要女，一挑柴”；在湖南通道侗寨，将竹筒一

节刀劈两半，男女双方各执半边竹筒，以示此后各

不相干。广西那坡壮族深受汉文化影响，离婚时双

方各写“离婚书”一张，请村中父老作证，当面交换

字据即为生效。通常地，主动提出离婚一方要赔偿

对方的损失，负有离婚责任的一方还得另行赔偿。

如清康熙十一年制定的《万古传名》碑就记载：“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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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男女，男不愿女(或)女不愿男，出银八两”。[6]

另一方面，习惯法仍以家族血缘和人伦关系为

基础。聚族而居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开始就自然形

成的居住习惯，每个族群都有共同的祖先信仰、继

嗣和公产，大的家族还建有祠堂，供奉着列代祖宗

的牌位，定期合族祭祖，传承家法族规。各民族族

规有相通之处，一般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规定了带

有很强的宗法礼制色彩的伦理准则和一般的民刑

事习惯规范，并伴以相应的惩戒手段；二是对异族

的防范措施；三是对宗祠地位本身的确认、族人对

祠堂应承担的义务、其权限范围等[7]。如侗款规定：

“男女花时已过，就应成家自乐。切莫风流浪荡，拦

母鸡进窝，离间别人夫妻，脱妇人裹脚，挑拨别人婚

事，挖他人墙脚。如果拐卖妇女，诱惑强奸，伤风败

俗，该受发落。你做得不干净，要自己打扫干净。

轻要罚银三十两、七十整。重要破产赔偿，家财荡

尽。”[8]家族成员触犯该禁奸条款，将被族人处以羞

辱、罚款、棒打、处死等惩罚。处死方式多样，有投

水、打死、吊死、砸死、烧死等，最常见的是用大竹篱

装作奸犯科者，再用石头捆绑沉入塘中溺死。再

如，凉山彝族习惯法赋予家族成员之根本义务就是

家支义务，离开了家支，习惯法将无法正常运作。

跨家支的命案可以通过德古调解以赔命金方式解

决，但杀害家支内部成员的命案却不能用钱来了

结，凶手往往只能在家支的逼迫下自杀偿命；抢劫

本家支成员财物的，须归还原主并宰牲上酒赔礼，

而抢劫世仇家支的财物非但不被视为犯罪，反倒被

本家支成员视为英雄得到截然不同的行为评价。

（四）宽容妥协的精神智慧与复仇械斗的惯常性并

存

少数民族习惯法体现出宽容妥协、无讼是争、

以和为贵的治理智慧。藏谚云：“与其沟头建寺庙，

不如沟尾无争执”“口伤口养”。苗族理词也说：“有

力去做活，有智做生意，力大莫相斗。明智不相争，

各做各的事，各吃各的饭。你退三丈，我退三丈。

莫以角相斗，不用头相碰。两公牛相斗，总有一头

跑。并非力不足，只因一处吃草。”[9]和谐是各民族

族群成员进行利益妥协博弈后的价值追求，是其将

法律理性与生活经验、合法与合理相结合的产物，

是对习惯法之本原意义的深度追寻。即使纠纷不

可避免，族群成员也寄望于调处息讼，防止事态进

一步扩大。正因此，调解是各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

惯常机制。调解一般由村寨头人、长老、族老、巫

师、甚至专职人员（如彝族德古）主持，调解人的手

段十分丰富，时而运用神话传说、古训、习惯法对双

方进行反复劝导，时而给予当事人充分机会陈述缘

由、交换证据、相互辩论，时而向案外人了解情况。

白族调解时，伙头（调解人）拿一块一尺五寸长、一

寸宽的竹片，当一方当事人申诉一个理由时，伙头

便在竹片的一侧刻画一个口子，等双方申诉完毕，

伙头再数竹片两侧的口子，口子多的一方，表明理

由充分，口子少的一方则为理亏，以此来判断曲

直。调解人断案并非严格遵循三段论的形式逻辑，

较之是与非，尽量作出一个使两方当事人都满意的

结论，化干戈为玉帛更为重要。

但是，历史上复仇械斗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广泛存在。清水江流域苗、侗族有名的清江四案

——争江案、白银案、皇木案、夫役案，基本上都是

前后绵延数十年、历经几代人，无休无止。尤其是

争江案，虽经各级官员多次调解，各寨之间围绕清

水江木材采运市场制度的确立、市场控制权和当江

利益分配仍进行了激烈纷争，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械

斗[10]。彝族习惯法强调同一家支成员之间互助互

利，当某一成员受到外族伤害时，同族人有为他报

仇的义务。彝谚云：“不保护一穗谷子，十穗会被割

光，不保护一个人，全家支都被杀光”，“不维护一

户，全家支保不住；不维护家支，一片被抢光”，“一

个人惹事，十个人赔偿”。

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矛盾冲突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双重性告诉我们，习惯法并

非都是“宝”，也不全是“绝代佳人”，随着市场经济

和现代性的冲击，它在很多方面逐渐失去了良性生

存与发展的土壤，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与裂痕。

（一）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正面对峙

有学者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大传统

与小传统之间在知识上的分歧和对立，在过去也从

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11]少数民族婚姻习

惯法承认早婚、同姓不婚、姑舅表优先婚、买卖婚、

走婚、抢婚、转房等，有许多内容明显与现行婚姻

法、刑法抵牾。“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很可能涉嫌构成盗伐滥伐林木罪、放火罪；拉牛

（猪）、抄家（田地）、强制服劳役等习惯法惩罚方式，

很可能涉嫌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抢劫罪或非法拘

禁罪等。相反，看似与国家法律无涉的通奸、乱伦

行为，却是许多民族习惯法首要规制的对象。下面

以个案进一步分析这种紧张关系。

彝族阿何阿尼（男）和吉达吾各（女）从小订有

娃娃亲，成年后结婚，两个家支也开过亲（即有过通

婚史）。婚后两人从大家庭中分家出来独立一起生

郭 亮：当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双重特质及民族地区的治理困境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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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后，吉达吾各以男方人长得不帅为由提出了离

婚。经过两次调解劝说，女方坚决不愿维持这段婚

姻，一气之下吊死在阿何阿尼（即夫妻两人的）屋内

大梁之上。出事后，双方请德古（彝族地区解决纠

纷的德高望重者）出面调解。德古将该案定性为黑

案，直接按照习惯法的规定进行了判决，男方向女

方做出了一系列的赔偿并举行了“西谷则”仪式④。

该案是依据彝族习惯法处理的“死给”案。“死给”是

“死给某人”的简称，是凉山彝族地区一种独特而又

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通常情况是“死给者”通过

一种目的性的、对象明确的自杀，让对方——“被死

给者”对自己的死亡负责。本案中，女方吉达吾各

的自杀行为，引起严重的后果及习惯法上的责任。

但如果以现代法制的知识背景审视“死给案”，那么

它从案件起因、事态发展、解决过程再到法律结果，

无疑都是荒谬的。“死给”行为几乎受到习惯法与国

家法是非相对的评价。

（二）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交错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习惯

法的关注，国家法开始从社会诸领域收缩，蛰伏多

年的习惯法在民事领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西藏

及青海部分藏区，习惯法大有包揽一切案件之势，

致使当事人成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博弈的牺牲

品。以一个藏区的赔命价案件为例。被告人闹者

于1978年 10月 16日被生产队派遣看守草山。当

日，闹者与另一牧民才秀因牲畜吃草问题发生争

执，闹者以刀刺中才秀左肩及左胸，致其伤重死

亡。案发后，闹者投案自首，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

害（致人死亡）罪判处闹者有期徒刑3年。1981年2

月25日，闹者获假释出狱。被害人亲属（3人）闻讯

后携刀前往县城，见到闹者即持刀追杀，致闹者逃

回县公安局看守所，不敢出门。次日，闹者的母亲

拿现金100元到被害人家求请，后来又请宗教人士

和原部落头人的后裔出面调解，并赔偿“命价”6000

元，被害人亲属方才罢休[12]。

赔命价的实质是“以罚代刑”，原本有利于消弭

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但如今却成为藏区当地政

府和司法部门颇感头痛的事。本案中，处罚犯罪者

的生杀大权虽已完全为国家法所掌控，但犯罪者家

族仍需按习惯法规定酌情向受害者赔偿“人命金”，

这就是学者们论及的“二次司法”。笔者了解到，青

海各级政府多次发布命令或会议纪要，强调国家法

制统一原则，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坚决禁止赔命价，

但实践中却是判归判、赔归赔，国家法律制裁与民

间赔偿并行不悖，当事人为解怨息讼而支付的赔命

价数额反倒越来越高。国家刑事制裁无论轻重，均

不能令许多当事人满意，除非获得合理的“命价”，

否则受害方将寻仇不已。这种习惯法回潮从另一

方面干扰了国家法治建设，造成刑事司法执行中的

困惑。

（三）习惯法对国家法的置换或规避

法律多元的客观事实赋予了少数民族成员纠

纷解决机制的选择权。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成员

将理性考量国家法与习惯法两种解纷机制的成本

和收益，进而选择于己最为有利的规则体系。这种

选择极有可能引发习惯法对国家法的置换或规避。

陈A（男，22岁），爱上同村的女孩陈B（20岁，与

陈A的血缘关系较远）。两人自由恋爱后，决定结

婚，不料双方父母均不同意。因为两人系同宗同

姓，又住同一村，习惯法规定：“同姓不为婚，同村不

联姻”，即使他们符合婚姻法相关规定，也不得结

婚。无奈之下，双方只好放弃自己的爱情，而把美

好姻缘寄托在来世⑤。据笔者调查，无论双方父母

还是当事人，都知道婚姻自由的原则（也许这与当

地的开放有关）。只要陈A、陈B坚决地按婚姻法的

规定结婚，该村父老乡亲仍然无能为力，最多只是

道义上的不理解和舆论上的谴责。但陈A、陈B最

终还是选择规避国家法。这一结果看似不合理，但

却能给本案当事人带来最佳利益。因为同姓为婚

乃是大忌，有辱祖宗，伤风败俗；即便父母答应，也

会遭到全村人的唾骂。强行实行国家法，极有可能

使当事人付出更大的成本。从法律文化和实用主

义的角度，当事人选择向习惯法妥协未必就一定是

坏事，但从法制统一的角度，允许或默许这种置换

或规避，极易构成对法律权威、法治信仰等形式要

件的破坏，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民族地区的规范失范与法治路径选择

涂尔干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旧的社会

规范和标准被破坏，而新的又没有取而代之，因此

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人们会失去行为的方向，

“失范”现象极容易产生[13]。如前所述，习惯法因受

到国家法的辐射和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范现

象造成的少数民族地区法治秩序紊乱状况。笔者

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法院收集

到一份判决书。

原告扎戈（拉祜族）与被告岩老（佤族）因财产

权属纠纷到派出所协商调解未果，便一纸诉状将被

告诉诸人民法院。原告诉称自家饲养的水牛被被

告强行拉回家，被告辩称该水牛非原告家的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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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属自己所有。双方僵持不下。原告提出对牛

做一个DNA亲子鉴定。法院根据鉴定结果（DNA相

似度为99%）判决牛归属于原告。被告不服一审法

院判决，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最终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⑥。法官对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

用，都使用了现代社会的司法程序，而佤族和拉祜

族习惯法并未参与到整个司法审判中来。这似乎

说明，国家机构设置和法律效力在西盟佤族地区司

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法在某种程度上改

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规范，而利用本民族习

惯法解决纠纷的机制正在慢慢退出现实舞台。事

实上，判决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正义”在阿佤人心中

实现。据西盟县法院民庭庭长、本案主审法官李军

介绍，被告认为判决结果不符合阿佤理（佤族的习

惯法）——即应该采取魔巴（佤族的神职人员）砍鸡

头的神判方式而非所谓的牛的DNA亲子鉴定来确

定证据之有效性；或者说，将牛宰杀后原被告双方

平分各一半。李庭长还告诉笔者，判决生效后，当

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未结束，反倒扩大到两个村寨、

两个民族，引发了一系列的打架斗殴和民族矛盾。当

原告申请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判决时，被

告及其族人百般阻挠，差一点就酿成武装对抗的悲

剧。所幸的是，在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协调下，事件

终于平息下去。不过，几年后当地佤族村民仍然扬

言，若李军法官再到该村去定要亲手宰了他。

李军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顾

个人安危，严格依法判案，从建设法治国家角度而

言，是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的。但值得反思的是，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案件判决后伴生的一系列问

题。一方面，国家法逐渐深入到少数民族偏远山

区，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一步步退让，甚至索性退

出少数民族法律生活的空间。许多村民根本不熟

悉国家法这套“认知系统”，就像本案中的佤族人不

相信DNA亲子鉴定的证据效力一样。另一方面，国

家法与习惯法的沟通与互动是严重不足的，习惯法

还没来得及做好创造性转化的准备，就在国家法的

强力辐射下，不由自主地产生矛盾、断裂，甚至畸

变。其结果是，习惯法的合理价值和作用并未得到

有效发挥，其对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反倒展现得淋

漓尽致。费孝通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一

问题的后果：“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

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

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如果在这些方面不

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

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

了”。[14] 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当务之急，

既非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否需要现代化，也非民族地

区是否需要现代法治，而是如何使国家法与习惯法

在当下更好、更有效地互动起来，实现民族地区的

“善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更需要耐心、信

心和爱心。

一方面，必须认真对待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殊

性。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中讲宽容、重民主、尚平

等、守诚信、崇公正、求秩序等有益的原创经验智

慧，运用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补充立法权，充分体

现乡村自治和民族特色。在执法、司法实践中，也

要充分尊重、灵活参照、科学对待少数民族法律文

化传统。对于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

在不违背国家法治精神和基本原则前提下发挥习

惯法解决纠纷的作用。国家法未规定或无力解决，

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现实发生作用的习惯规则，应得

到尊重和认可。

另一方面，必须清醒认识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

现代化趋势。少数民族并非传统的奴隶，他们完全

有权利、有能力、有必要在新时代文化整合中以一

种更积极主动的心态做出自我调适，打造国家法与

习惯法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近年来，

凉山彝区德古正逐渐通过参与村委会、乡村调解委

员会甚至人民法院（参与法庭调解或以人民陪审员

身份参与审判）的方式，在国家法的程序轨道内发

挥其传统的法律职能。“新的身份将赋予调解者们

新的职责，他们不仅需要谙熟习惯法规则、维护习

惯法的权威，同样需要通过学习，谙熟国家的法律

与政策、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5]474这些调解者的

双重身份和职责促使他们必须在解决纠纷实践中

逐步摸索和寻找两种法律知识体系的交汇点。可

见，国家在对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现代化改造过程

中，应当主动以更为开放、灵活、平等和包容的姿态

吸收、接纳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原创智慧、经验和本

真，不断吐故纳新，并在回归和重塑传统中找到法

治创新的力量。

（下转第28页）

郭 亮：当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双重特质及民族地区的治理困境

注释：

① 例如我们熟悉的《阿佤人民唱新歌》：“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民族

团结紧哎架起幸福桥/哎~道路越走越宽阔 越宽阔/哎江三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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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形成，其教育性、习惯法等已然成为了一种

社会意识形态，其中不少内涵延续到了当代。今

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扬其精华，

弃之糟粕，培育新人，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 吉格阿加，译,且萨乌牛，审订.彝族传统道德经典玛牧特依（彝汉对照）[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2] 蒋立松.少数民族文化经典的教育意蕴探析——来自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的调查报告[EB/OL].(2013-01-06).

http://www.docin.com/p-573328195.html.

[3] 凉山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丛书：第一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陈玉翠.玛牧特依的道德观[J].凉山文学，2004(5).


（上接第17页）

② 佤族的姓是在家里同辈的排行。在男子排行中，老大称“岩”，老二称“尼”，老三称“桑”，又称“三”，老四称“赛”。在女子排

行中，老大称“娜”，老二称“叶”。

③ 笔者田调，贵州剑河、台江一带有这样的说法：“头嫁归父母，再嫁由本身”。

④ 该案是笔者于2002年4月15日在凉山州昭觉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收集到的。凉山彝族习惯法借助颜色对犯罪行为的

情节及其法律责任所做的一种代表其属性的分类。根据严重程度，由上至下分为“黑”“花”“白”三种。

⑤ 该案例是笔者于2002年7-8月在贵州调查时收集到的。该案发生在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距雷山县城约15公里，是黔

东南雷山县苗俗文化旅游区之一，与外界接触较多，村民较开化。

⑥ 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审判决书〔（2004）西民初字第45号〕；思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审判决书

〔（2005）思中民一终字第6号〕。

参考文献：

[1] 陈金全，杨玲.中国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价值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7(12):133.

[2]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 [M].杨东莼，译.商务印书馆，1977：248.

[3] 张济民.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32.

[4] 杨怀英.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93.

[5] 陈金全，巴且日伙.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7-140.

[6] 刘明华.侗族恋爱婚姻家庭道德观试探[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89.

[7] 钱宗范.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3.

[8]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侗款[M].长沙：岳麓书社，1988：88.

[9] 贵州省黄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苗族古歌古词》下集“理词”部分[M]//徐晓光.苗族习惯法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0：160.

[10]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和社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0.

[11]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M] //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432.

[12] 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205-206.

[13]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58-59.

[15] 陈金全,巴且日伙.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74.

··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