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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都离不开关系这个核心范畴。
法学的研究尤为如此，当前在地方性知识流行的研究潮流中，法学的本土化却借助于四方理论来包装
，因而没有突破性的理沦创新。
《北方民族大学学术文库&middot;关系、规范与纠纷解决：以中国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为对象》作者
基于&ldquo;从社会中来，再到社会中去&rdquo;的路径，提出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是法学研究中不
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在建构两种关系模型的基础上，作者分别考察了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纠纷解决的运作情况，并栩应对
规范、纠纷与关系进行量化，然后通过正式法律的实践研究关系的缺点，最终提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
法理。
作为法律社会学著作，作者以关系为切入点，把法学研究融入到中国本土文化之中，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
《北方民族大学学术文库&middot;关系、规范与纠纷解决：以中国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为对象》也为
这一领域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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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毕业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4—2006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等
刊物上，发表《法律行为制度的伦理基础》、《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私人自治与法律行为》
、《物权制度设计的正义维度与效率维度》等文章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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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2003年起，县城旁的金沙江开始修建中国第二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
由于雨量减少、县城用水增多以及水电站建设工地用水增加而分流了一部分灌溉水资源，本村农用水
也更是匮乏。
很多村民开始修建水池以便在雨天储水，有的几家联合修建一个水池，池子不大，但足以供养半旬之
久的田水。
这样，先前制定的按田分水规则和根据距离远近加减原则名存实亡，新的关于水池保养和放水的规则
出现了。
水池保养遵循每家看管一个月原则，各家在哪年哪月看管水池有了详尽的安排，出现问题则由看管期
内的家户承担责任，主要是修复，如若雇请他人修复，则费用自理。
如水池蓄水不多，无法按照上述按田分水原则处理，也只能按照均衡分水原则来分配蓄水。
均衡即按每家户之总田面积计算，分水也自然以相应的对应比例分，而不是均分，更非以距离和时间
计算，若未及保养或看管期内出现水池毁损且未维修者，则不予分水。
此法非常有效，人们几乎一致认识到了它的好处，不但免除了渗透的可能，而且不再有分水的固定时
间安排，随时可以开闸放水，更可随时把水储蓄在池子之中，而每家户更是以田的实际需要而定是否
用水或用多少水量，因此，用水可以分批次使用，直至所分之水量用毕。
　　田水分配的过程是围绕本村一年有个良好的收成为目的而展开形成的一个关系场域，在这个场域
内一切都以分水为核心，共同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转，除非直到稻谷收成不再用水并等待来年。
因此，这种规则具有人际性和时际性。
水成了人们交往互动的一个内在连接点和人际行动的对象，以此为基础，关系在其中处理得相当妥当
，形成一个自在而独立的关于这方面的社会秩序。
相应地，分水、关系、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具有了关联和秩序安排上的逻辑性，甚至是，以水为核心
事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言，三者的本质是同义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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