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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他们居住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人口近800万。
“凉山彝族”是操彝语北部方言、自称为“诺苏”的彝族支系，他们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境内黄茅埂以
东至金沙江畔，北至大渡河的地理区域。
这里群峰罗列，峡谷纵深，山河奔腾，自然环境奇瑰而险峻。
由于山水的阻隔，古老的彝族“原生态”文化受中央王朝及周边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从而较多地保
留了其自身的特性。
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彝族法制的典型体现，它体系完备，内容详细周全，富有民族特色。
不仅如此，这些生长于彝族民间的法律如一泓清流，从远古流淌至今，在今天的凉山彝区仍然发挥着
重要的秩序功能。
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中有狡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
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
直到今天，这些见多识广、长于辞令、德高望重的“耆老”——彝族民间的“法律人”“德古”依然
活跃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他们运用习惯法和判例解决了凉山彝族地区大量的纠纷，起到了化解社会
矛盾、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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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金全，男，1942年出生，四川渠县人。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在湖南沅江县洞庭湖军垦农场劳动近二年。
1970年至1981年在广西凤山、河池等壮瑶山区的乡、县、地区工作11年，1981年调入西南政法学院。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律史学会第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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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法律的核心——凉山彝族习惯法规则基于法学研究者的视角，规则永远是法律大厦的核心。
凉山彝族习惯法规则（彝语称“节威”）渊源于远古的氏族时代，迄今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随着凉山彝族社会及其文化的历史变迁，习惯法历经沧桑，演化蜕变，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系统并
且适宜于凉山彝族社区的习惯法体系。
这些细致而庞杂的规则，有的已被时代所淘汰，有的至今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为维护凉山彝族社区的
稳定与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节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是欧洲大陆法系式的成文法典，也不是中世纪日耳曼式的习惯法
汇编，它记录在毕摩的羊皮卷上，流传于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格言谚语中，铭刻在彝族人的心坎里。
“节威”在大小凉山地区具有普适性和权威性，但同时，在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家支之间，习惯法又呈
现出一定的差异，体现出具体、灵活和易变的特点。
本章中的习惯法系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同时参考相关资料整理编辑而成。
必须说明的是，在凉山彝人的法律世界中，并没有“刑事”、“民事”之类的划分，套用现代法律体
系中的概念和分类，仅是为了读者阅读和进行比较法研究的方便。
当然，这种用另一套法律中的概念来“肢解”习惯法的做法，难免会有些机械、牵强，甚至会导致谬
误。
为避免过度地“削足适履”，我们并未完全采用现代法律的分类方式，而是兼采习惯法中固有的分类
方法来整合零散的规则；在概念的使用上，我们则尽量选取“中性”概念，同时也直接运用了一些彝
语中的概念。
经过阐释之后的“习惯法”已非“本来的习惯法”，同时，由于其本身区域性、具体性、灵活性的特
点，我们的汇编难免以偏概全或有所遗漏。
我们所做的，仅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力图更完整和真实地展现凉山彝族习惯法规则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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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的多名师生以及凉山的彝族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2001年以来，我们数次深入凉山的多个县、市，追寻散落在彝族民间的法律智慧。
每至一处，除了搜集资料、请教当地彝学专家而外，更需爬山涉水，拜访彝族民间的“德古”和“苏
易”，实地观察他们调解纠纷的生动场景，向他们寻访习惯法规范和案例，求教与“节威”有关的一
切知识。
我们不满足于仅以一个“异文化”观察者的角度去描述习惯法，而是通过广泛了解彝族文化，亲身参
与彝家的生活，力图能够站在彝族人的角度，去体验和理解习惯法。
时光荏苒，七年来，我们逐渐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资料，同时通过各方了解信息、征求意见，对书稿进
行了反复的修改，最终于2008年6月定稿，并成为陈金全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与当代
法治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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