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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与法俗:对法的民俗学解释》从“法民俗学”的角度，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作者以“法俗”这一概念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政教法俗和宗教神判研究为研究重点，采取了法律史与
法理学相结合、细致的资料分析与理论探讨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结合、尤其是“法”与“俗”相结
合的方法，对传统法律文化类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涉及与传统法律相关的政教、宗教和艺术等诸方
面，并阐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教法律文化的风俗性特质，以及中西方不同风俗文化对其传统法律文化
及现代法律的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与法俗>>

作者简介

杜文忠，1970年生，汉族，籍贯湖北荆州。
现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校学术带头人；湖南大学法律史与法律文化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
中国政法大学首届法学博士后，韩国首尔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及客座教授。
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
曾任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先后于电子科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云南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晋升为教授，2009年晋升为三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边疆法律史学、法民俗学、比较法学。
出版个人专著3部：《边辐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
宪政化：兼与韩国比较》（法律出版社）、《法律与法俗——对法的民俗学解释》（人民出版社）；
在《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法学》、《现代法学》、《法
律史论集》、《东西思想研究》（韩国）等同内外刊物发表法学论文40余篇；曾获省部级哲学礼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2次；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l项，韩国ISEF国际科研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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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法律与法俗 一、法俗与中国古代法的风格 （一）“大传统”和“小传统”：法俗的意义 （二
）中国古代早期法律与风俗 （三）“志古之道”与“六教”：儒者的创造性活动 （四）秦：“除其
恶俗”与法家的律令 （五）儒者的创制与中国古代法的风俗性 （六）“王官学”与中国法的风俗样
式 二、民间信仰与中西古代法律样式 （一）儒家文化与民间的“法律孤岛” （二）家神与族内男性
法权 （三）家神与土地所有权的起源 第二章神判与原始宗教和习俗 一、神判：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法
俗 （一）“审判”的权力与古老的法律信仰 （二）神判：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俗 二、神判的原始魔
幻世界 三、神判与原始巫术形式 四、神判与原始生活习俗 五、神判是超验与经验相结合的“适应性
行为” 第三章神判与早期习惯法的风貌 一、神判与刑罚：神判与原始“法律共同体” （一）神判公
开性仪式与原始司法场景 （二）神判的外显性“痛苦”与世俗刑罚仪式 （三）“巫师”与神判社会
的整合 二、原始献祭与神判 三、原始放逐与神判 四、原始杀戮、赔偿与神判 （一）原始杀戮的宗教
观念与“猎头判” （二）对原始“复仇”的扬弃与犯罪 （三）复仇、“赔命价”与死刑 五、原始仪
式、程序与神判 第四章神判与法的艺术造像 一、礼与服饰：从风俗艺术看中国古代法 二、东亚的雕
塑中的神像及其法意 三、欧洲雕塑、绘画中的神判 第五章神判在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踪迹 一、中国
古代的“□”与“讼”：西方水神判引发的问题 二、上古传说与神话：“腐”与触角神判 三、夏：
血的崇拜与血痕裁判 四、商：“纹理”文化与“纹理神判” （一）“纹理”文化之由来 （二）纹理
文化与商代龟骨神判 五、西周至战国：两大神判系之逐渐消逝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 第六章神判的消
亡与“誓”的遗韵 一、神判在中西方法律史上的消亡 （一）中国古代神判的消亡 （二）神判与中国
古代民间的风俗性司法 （三）西欧中世纪神判消亡的原因 （四）神判在英国的消失 二、誓：一种神
判法俗的遗韵 第七章“誓”与法：誓与中西方古代法律样式 一、誓的人类学的考察：诅咒、圣语与
圣地 （一）誓与圣语：对无端诅咒者的惩罚 （二）誓与圣地：对圣地的保护 二、誓、盟、约：誓与
中国古代司法 （一）誓、盟、约 （二）誓与中国古代民间司法 三、“誓”与欧洲传统法律文化：兼
与中国比较 （一）古罗马与古希腊：誓与欧洲古老法俗 （二）中世纪欧洲法律中的非理性因素 （三
）个人主义：中世纪日耳曼文化与神判 （四）誓与欧洲中世纪之法意 结束语“法俗”、“民族法”
、三种法律逻辑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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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对原始“复仇”的扬弃与犯罪 1.诅咒、决斗与“复仇”的限制和衡平 无论是
原始的循环生态观念还是“同态复仇”的循环正义原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在早期法律的“犯
罪”观中，无不在实体和程序上反映出这种古老法俗中隐藏的“循环献祭”的原始心理，用黑格尔的
一句话就是“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
在这里“犯罪”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概念，在“犯罪”的概念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含义，即它是
对人主观意志的无限性和特殊性的一种限制。
正如黑格尔所言，“在法的直接性这一领域中，犯罪的扬弃首先是复仇，由于复仇就是报复，所以从
内容上说它是正义的，但是从形式上说复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在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以体现
它的无限性。
所以它是否符合正义，一般说来，事属偶然，而且对他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特殊意志。
复仇由于它是特殊意志的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
作为这种矛盾，它在于陷于无限的进程，世代相传以至无穷”。
正因为如此，就早期文明社会中的刑法而言，这些刑法总是能用一种漠然的眼光来看待血淋淋的人间
仇杀。
但复仇也有其自身合理性的一面，从内容上讲，“对伤害的侵害”应当说它有正义的性质，对等的报
复或对伤害者实施伤害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中国古代法律对“复仇”是较为宽容的，从儒家的经义来看，这首先是因为儒家认为生命是十分重要
的，儒家重视人活着的价值。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古代对死刑犯在审理时的那种复杂的程序也体现了儒家这种对生命的认识。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历代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复仇的，诸多事例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法律对“复仇
”的宽容。
《周礼·秋官·朝士》说：“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士是指专职司法的士、士师，诉状于
士之后，就认为报仇者的报复行为是合于礼法，而不为刑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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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与法俗:对法的民俗学解释》书资料丰富，夹叙夹议，不拘一格，饶有趣味，是一部十分严谨而
具有综合性研究特色的法人类学著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与法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