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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理论与实践》是江苏省法院系统对在司法裁判过程引入善良民俗习惯的最
新成果和理论总结。
全书在立足江苏法院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实践基础上，对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价值、意义，以及民俗
习惯司法具体运用的原则、方式、方法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对于人民法院运用
民俗习惯更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理论研究方面具
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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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公丕祥，1955年1月生，祖籍山东蒙阴，法学博士，现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
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国际
法律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
学术领域为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问题研究。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1987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述论》（1992年）、《法哲
学与法制现代化》（1998年）、《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1999年）、《东方法律?化的历史逻辑》
（2002年）、《权利现象的逻辑》（2002年）、《中国的法制现代化》（2004年）、《法制现代化的
挑战》（2006年）《公丕祥自选集》（2010年）等，并在专业刊物上发表100余篇论文。
1995年被评为首届十佳“中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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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研究缘由二、基本概念三、研究内容四、思路与方法第一章 民俗习惯与法律关系的一般解释
一、民俗习惯及其法权本质二、民俗习惯与法律的关系阐释三、民俗习惯与国家法律的规则共治模式
第二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比较考察及历史演变一、大陆法系中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二、英美法系中
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三、中国司法中民俗习惯的运用第三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内在机理一、民俗习
惯司法运用的研究背景二、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时代意义三、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现实可能第四章 民
俗习惯司法运用的表现形态一、民俗习惯在民事领域中的运用二、民俗习惯在商事领域中的运用三、
民俗习惯在刑事与行政领域中的运用四、民俗习惯在执行领域中的运用第五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原
则一、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合法性原则二、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合理性原则三、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
正当性原则四、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普遍性原则第六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方法一、民俗习惯司法运
用中的经验推理方法二、民俗习惯司法运用中的漏洞补充方法三、民俗习惯司法运用中的解释转换方
法四、民俗习惯司法运用中的利益衡量方法第七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程序一、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程
序的启动二、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证明程序三、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识别程序四、民俗习惯司法运用
的适用程序第八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机制一、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确认机制二、民俗习惯司法运用
的审理机制三、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保障机制第九章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限度一、民俗习惯司法运用
的价值限制二、民俗习惯司法运用限度之表现形态三、民俗习惯司法运用限度之克服附录1 江苏法院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规范性文件附录2 江苏法院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典型案例附录3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
研究调查问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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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表现形态。
该部分探讨了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结合实证调查，提炼出经常运用于司法中的民
俗习惯类型，分析了民俗习惯在民事审判领域、商事审判领域、刑事与行政审判领域以及执行领域中
的运用情况。
　　（7）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原则。
该部分主要解决民俗习惯进入司法领域的甄别筛选问题。
通过原则的界定，确认民俗习惯引入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与标准，以便更加正当、合理、有效地利用
民俗习惯中的优良成分解决矛盾纠纷。
通过研究，提出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基本原则，即合法性原则、正当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普遍
性原则。
　　（8）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方法。
该部分着重研究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法律方法问题，概述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常见方法，主要有经
验推理方法、漏洞补充方法、解释转换方法、利益衡量方法等。
　　（9）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程序。
该部分主要分析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正当程序问题，主要包括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举证程序、质证
程序、认定程序以及适用程序等。
通过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程序性研究，确定民俗习惯在司法审判中运用的规范性与正当性。
　　（10）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机制。
该部分主要研究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机制完善与优化问题，分析提出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确认机制
、审理机制以及保障机制，进而为民俗习惯更好地发挥其应有功能提供机制配合与保障。
　　（11）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限度。
该部分对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限度与边界给予理性的认识与回答，认为民俗习惯自身存在地域性、不
确定性等缺陷，限制了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转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法治国治理模式、社会主
体法治意识的提升，决定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合理限度；司法的形式主义特征和法官职业化建设，
也设定了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本部分就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限度克服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俗习惯司法运用的理论与实践>>

编辑推荐

　　社会生活中调整人们行为，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法律。
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它们坚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指
导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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