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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黎族法制史既缺乏系统研究和文字记载，学界关注也很少。
《黎族习惯法：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作者较长时期深入黎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
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系统分析和研究。
本书以法律秩序为主线，分别从黎族习惯法的历史流变、内容与运行的角度，分析了黎族习惯法的秩
序价值，其中关于黎族法制史的历史分期，黎族习惯法的团体主义、平等互助、诚实守信以及本分处
事等特点的论述，很有新意，所总结的黎族法制的流变与规律性很有理论价值。
　　总之，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黎族习惯法：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具
有新资料、新内容、新结构和新观点的特点，是一部有价值的黎族法制史研究著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黎族习惯法>>

作者简介

　　叶英萍，女，安徽庐江县人。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律师。
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海南省高等学
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多家省直机关、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法律顾问。
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或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社科项目9项，发表论文20余篇，
出版专著3部，参与编写教材2部。
创办海南大学法律诊所，并担任诊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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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黎族地区被中央政府纳入统一法律秩序之中
一 中央政府对黎族人民的剿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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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权威下的统一法律秩序
第二节 外部规范与内部习惯法共构的秩序
一 统一法律秩序下的黎族自治
二 共构秩序下的法律体系
三 国家法与黎族习惯法共构的法律秩序
第三节 土官制度及其传统权威的变化
一 土官制度的基本情况
二 土官权威的变化
第四节 习惯法秩序的变化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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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黎族习惯法秩序的维护与恢复
第一节 婚姻家庭秩序的维护与恢复
一 家庭基本结构
二 结婚、离婚与再婚
三 对通奸的处罚
第二节 财产秩序的维护与恢复
一 侵犯公共财产
二 个人和家庭财产的维护与恢复
三 对盗窃犯的审判与惩罚
第三节 侵害、惩治与秩序恢复
一 人身伤害的惩治与秩序恢复
二 杀人的惩治与秩序恢复
第四节 纠纷解决机制
一 合亩内部以及合亩与合亩之间
二 峒内部协商
三 峒与峒之间协商
四 妇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第五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传承与改进
一 纠纷解决机制的传承
二 黎族习惯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变化与改进
第五章 结论：法律秩序变迁中的黎族习惯法文化
第一节 黎族习惯法文化在法律秩序变迁中融入中华法文化
一 黎族习惯法文化融入中华法文化的原因
二 黎族习惯法融入中华法文化后之传承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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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等互助
三 诚实守信
四 本分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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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婚姻家庭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与种族的繁衍直接相关，婚姻家庭也是习惯法
产生的最初领域。
排除部分国家对同性婚姻的认可，婚姻是被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的两性结合。
 婚姻家庭制度目的在于制约人类两性关系和维系婚姻、构成家庭。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小组织单位，因此，婚姻家庭制度是任
何一个社会的制度规范体系都不能忽视的领域，它是确保社会稳定和进行有序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对婚姻、家庭的调整既是习惯法的基础内容，也是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像黎族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有限，生活居住范围相对窄小的民族，为了确保血脉传承和社会生活的
稳定，必然在发展中高度重视两性结合和家庭生活的相关问题，力图就该问题形成稳定的秩序，确保
种族后代的顺利诞生与成长。
根据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可知，婚姻、家庭制度在黎族传统习惯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颇具特色。
 在具体阐述黎族习惯法中的婚姻、家庭制度之前，有必要进行三点说明，以使研究的范围和角度更加
明晰：第一，黎族的婚姻制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在每个阶段都可能具备
相应特征，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虽然在不同的黎族聚居区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内容上应当
是接近的，其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追求也基本一致。
 第二，依据人类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的观点，由于黎族生产力水平始终没有得到类似中原汉族那样的
显著发展，因此，黎族在1950年之前，都没有完整地建立起父权制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与汉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相比，黎族的婚姻家庭制度既在某些重大原则上
与之高度契合，又有诸多方面的明显不同。
第三，在与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黎族传统习惯法中的不少规则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婚姻、家庭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有关恋爱自由、尊重妇女等核心价值观念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这既是黎族习惯法的优良传统，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本节对黎族婚姻、家庭制度的研究将仅限于
黎族自治状态下的传统习惯法领域。
 一 婚姻制度 以阶级社会的婚姻制度为标准，婚姻制度一般包括结婚制度和离婚制度两个方面，在封
建社会时期还包括了订婚制度。
 以这一标准来审视黎族自治法秩序下的婚姻习惯法制度，可以看出其婚姻制度是相当完备且特色明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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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黎族法制史既缺乏系统研究和文字记载，学界关注也很少。
《黎族习惯法: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作者较长时期深入黎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系统分析和研究。
《黎族习惯法: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具有新资料、新内容、新结构和新观点的特点，是一部有
价值韵黎族法制史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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