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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人类学是法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的交叉学科。
对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而言是常识性的概念或原理，对另一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可能就非常陌生。
法人类学是实证性的学科，只有具备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才能够理解相关的理论并归纳出新的概念、
理论和方法。
法人类学的基本知识来源于西方，需要批判地吸收使之中国化，仅看西方经典著作的字面含义是不行
的，还必须感知其精神。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国还没有专门研究法人类学基本理论的专著。
本书只能说是笔者8年来学习、思考法人类学理论问题的总结，也是6年多来田野调查经验的归纳。
田野调查的材料永远都不会过时，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却非常容易过时，而且不足之处是难免的。
在学科发展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为法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本参
考书是作者的目的。
书中使用的社会学理论都是成熟的对法人类学研究有启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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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相强，男。
汉族。
1964年7月生，内蒙古宁城县人。
法律人类学博士。
贵州民族学院法学院教授。
贵州省省管专家，享受贵州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
中共贵州民族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贵州民族学院监察室主任。
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书心主任。
曾经挂职担任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90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4年7月，云南大学法律人类
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代表性论文有：《清代黔东南新辟苗疆六厅地区的法律控制》，发表于
《法学研究》（国家级权威期刊）2003年第6期；《黔东南雷山三村苗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发表于
《民族研究》（国家级权威期刊）2005年第3期：《台汪五村寨苗族习惯法中的结婚制度》，发表于《
民族研究》（国家级权威期刊）2007年第2期。
出版专著《黔东南雷山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合译并出版（原日文）《法人类学基础》，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2006年5月获贵州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7年获第二届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年主持的省部级以上的课题主要是：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雷公山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
法关系研究”、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台江地区苗族
民事习惯法田野调查”（已结题）、2005年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资金项目“黔西南册亨地区
布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2007年贵州省高层次人才科研条件特助经费项目“镇宁扁担山地区布依族
习惯法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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