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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乡土法杰”系列的编撰是在不经意间开始的。
2011年7月8日上午，我在法律出版社朱宁君的办公室向朱君、董飞介绍我主编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
习惯法》时，向她们推荐了该集中由何心主要根据访问她爷爷何培金而写成的文章。
当时我脱口而出有时间应该跟何培金好好待一个月，全面了解他，这是一位有故事的长者，这是一位
值得写的人。
朱君听后马上说：“以后你去时，也带我们一起去，权当旅游。
”她说她老家在湖南，但现在极少回去，对湖南她还是有感情的，也极想有更多了解。
我非常高兴，即满口答应。
虽然八月时由于时间安排问题，她们未能成行，但这次聊天直接促成了本系列编撰的发动。
    回学校后，我的脑中一直浮现这一偶然起意。
我越考虑越觉得可以努力弄一“乡土法杰”之类的系列，十来万字一本，一人出一本。
这些民间的乡规村法熟习者、纠纷解决者，在十里八村富有地位，极有权威，对地方习惯法了解颇多
，于乡村秩序极有价值。
我的书架上有外国的著名法官如卡多佐等的传记，有中国优秀法官如宋鱼水的介绍集子，有中国著名
律师如张思之的自传体文集，但是没有民间社会秩序维持人的传记，也缺乏乡村解纷者的自传，这不
能不说是个遗憾。
由此我萌发了进行这一工作的想法，并越考虑越有信心。
    2011年7月12日下午，法律硕士生王凯来找我在他的开题报告上签字时，提到了他的外公王玉龙，我
很感兴趣。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后觉得这也是个“乡土法杰”的合适人选。
同时，我又想到广西金秀下古陈的盘振武，于是“乡土法杰”首辑的三本基本确定。
当时我也初步考虑了四川等地的其他几个人选，但因为工作量等因素暂未列入。
2011年7月16日我专门去湖南临湘何家冲访问了何培金，7月22日在王凯陪同下专程去浙江东阳岭腰村
访问了王玉龙，8月6日在何心的陪同下又访问了何培金，8月8日去广西金秀下古陈访问了盘振武。
我与何、王两位老人进行了初次接触，进行了初步访问，了解了有关情况；与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谈
，搜集了不少相关材料。
这三位被调查人都非常支持这一工作，并给予了大力的配合。
此后，这三本书的访谈、撰著工作正式开始。
我逐渐梳理出撰写该系列书目的基本宗旨和写作要求；与合作者进行了基本分工，王凯按照要求进一
步访问王玉龙、何心按照提纲进一步访问何培金，他们继续进行田野访谈和资料搜集，逐渐形成了各
集雏形。
之后，我分别与王凯、何心就进一步调查、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就初稿提出了我的意见。
2012年暑假，我集中时间进行了盘振武集的写作工作，基本完成了初稿。
    关于本系列的名称，我当初拟定为“乡土法人”，但是“法人”两字容易引起误解，可能使人联想
到民事方面的企业等；虽然我是颇倾心这一名称的。
用“乡土法律人”也不妥，因为他们非国家法律工作者。
我还想到“乡土法老”，但似乎太过老气横秋；也考虑过“乡土法者”，又感觉有点文绉绉，不合本
意。
后来定为“乡土法杰”，这比较能够表达本系列的基本追求。
我认为中国社会至今仍为乡土社会，不仅在农村地区，即使城市也在社会结构、社会规范方面体现着
明显的乡土特质。
本系列是为民间的杰出人士而歌，因为他们在基层社会有着不可轻视的秩序维持作用和规范传承价值
。
    我希望“乡土法杰”系列能为乡土法人立传，为群体规范树碑，为民间社会存档，为基层秩序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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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美在乡野，根在基层，力在草民。
乡村社会有着自身固有的社会规范，其秩序维持依赖于有公心、有能力的杰出人士。
这些人数量不多，作用却巨大，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乡土社会的接续、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担当了不可
或缺的角色。
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存在，重视他们的价值，弘扬他们的精神。
中国社会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仍然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中国正进行的现代法治建
设并不能否定乡土法人的未来存在，同时，全球化时代同样需要本土人才，职业化的专业人士绝不可
能取代乡土法人的地位。
在当今中国社会，我更相信“礼失求诸野”的必然性、正确性。
失去本根、远离本根的社会是可怕的、缺乏活力和持续力的。
    所以，我选择把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在世乡土精英列为本系列传记的主人。
他们现在或生活在农村，或生活在城镇，正直、热心、善良、能干、自信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他们非常熟悉乡土规范，广泛参与民间活动，热心调解社会纠纷。
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创制者、总结者、传承者，也是草根立法者、民众法学家。
他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能力突出、影响深远、口碑良好；他们有着独特个性、富有担当、充满活
力；他们给人以温暖，给社区带来温情，让弱者有安全感。
他们是平凡人，自然也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
这些有血有肉的乡土法人深受固有规范的影响，身上流淌着华夏儿女的血液，他们的所思所为维系着
中华文明的根脉。
本系列力求表达民间社区法人的独特人生、民间智慧者的法事生活、特定社区的秩序维持、中国普通
人的文化情怀。
    我希望“乡土法杰”系列为关于“这里”的法学作品。
人物的确定，环境空间的选择，地域的生活场景的展现，乃至人文风俗和文化景观的呈现，甚至是在
方言的使用上，我们都在表达这样一种态度：这是关于我们“这里”、关于“中国”的作品。
“这里”有着浓郁的烟火味，它可能是杂乱的、粗俗的，但是这是真实的生活，反映着我们中国人的
七情六欲，表达着普通人人生中的喜怒哀乐。
我们记载“这里”，我们表达“这里”，我们歌颂“这里”，我们为“这里”而自豪。
中国的法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这里”的法者做些事情，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我们“这里”中
国的规范和秩序。
    我追求“乡土法杰”系列的“在这里”。
“在这里”强调“在地性”、“在中国”。
霍米·巴巴曾将“在地性”归于“价值的区域性、美感的独特性、观众或原住民的自发性、激情的原
发的力量”，我以为法学作品的“在地性”是一种对在作品中简单地嵌入地方规范元素和中国秩序符
号否定之否定式的超越，又是“原型”于“在地操演”与“跨地流动”的平衡中获得的一种丰满，是
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在具体中国秩序语境中的景观化和意象化。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规范、中国的秩序、中国人的幸福。
我希望“乡土法杰”系列是接地气的作品，传达的是原汁原味的地方情状。
    “乡土法杰”系列每本在十万字左右，以平实的文字、通俗的词汇、富有个性的表达反映乡土法人
的人生经历、法事经历。
撰著突出真实、细节、个案，体例方面各辑有所侧重。
我倾向选择由与传主相熟者作为作者，在既有个人认识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访问，加深了解和理解，
尽可能地走入他们的内心，体会他们的欢乐悲伤，从而全面反映乡土法人的主要活动，描述乡土规范
的运行场景，思考中华本土法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源流发展。
    “乡土法杰”系列首辑定为三集，以后会选择合适人选不断推出其他各集。
本系列的编撰是开放性的，我们将不时选择、确定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类型的代表性乡土法人，
陆续进行访问和调查，不断充实和扩大本系列的规模。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丁春晖君，他对学术的热心令我感动，他的敏锐的判断力令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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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本系列的肯定令我有遇到知音之感。
“乡土法杰”系列的顺利出版有赖于春晖君的大力支持。
感谢他的认真劳动。
    高其才    2012年2月9日于京西清华园    2012年8月29日修改于505室    2012年8月29日改定于掺然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洞庭乡人何培金>>

作者简介

高其才，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7月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8月在武汉大学获法学硕
士学位；2002年5月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7月至1997年11月，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工作；1997年12月至今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
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法理学》、《中国习惯法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
展》（合著）、《司法公正观念源流》（合著）、《瑶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合著）
、《中国法律制度概要》（合著）等，主编《法理学》、《法律基础》等。
发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法理学发展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现代立法理念论》
等论文60多篇。
 何心，女，1989年7月出生，湖南岳阳人。
2011年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工业设计学士学位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第二学士学位。
现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设计史系（RCA／V＆AHistoryofDesign），研究当代亚洲设计与物质文明
。
2009年获得清华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2011年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TheGardnerAwards奖学金。
曾参与编纂《刘骜传》，著有《童子婚*童养媳*新姑娘*改嫁字*子女性：湖南临湘聂市地区七十载婚
姻之变迁》和《当代中国宗族习惯法的复苏更生——以湖南临湘地区建祠修谱为例》，收录于《当代
巾国婚姻家庭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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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乡土法杰”缘起 何培金印象 何培金自述 一、聂市乡情 二、“洞庭黑脚” 1.发蒙识文 2.乡间摸爬 3.
“文革”岁月 4.静心修志 5.快乐乡居 三、采风乡规 1.关注生育礼俗 2.感受婚姻乡规 3.了解寿诞习惯 4.
调查丧俗葬仪 5.体验人情诖来 四、解纷扶弱 1.参与办理法事 2.协办乡村分配 3.关心村民生活 4.教育扒
手改过 5.撰写应酬契文 6.助民企打官司 7.帮乡企立章程 8.生态保护立禁 9.古街保护立规 10.热心调解纠
纷 五、宗族中坚 1.续修宗谱 2.复建祠堂 六、讴歌畎亩 七、社会看何 1.何爹说己 2.儿子看父 3.村邻观何 
附录：湖南临湘聂市何家冲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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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临湘境内南高北低，东南群峰起伏，中部丘岗连绵，西北平湖广阔，大体为“五山
一水两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
沿江水广洲阔，是鱼米之乡，为粮、棉、油、猪、鱼的重要生产基地；山丘林海苍莽，有近百万亩松
、杉、竹、茶、果、药，尤以茶叶享誉中外。
早在明洪武年间，龙窖山茶，就以质优被列为贡品。
清代，亦产贡茶，其茶远销内蒙、新疆边区及英、俄等国。
地下矿藏初探有30余种，萤石储量居全国之首。
万里长江依境东流，京广铁路、107国道穿市而过，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其触角可以向东西南北各方延
伸，既可伸到祖国内地各省和绝大多数大中城市，又能通江达海，走向世界。
今长安河（聂市河）、黄盖湖，就是当年“茶马古道”和“晋商万里茶路”在临湘境内的水上通道。
 临湘系湘北门户，西北襟带长江，与湖北省的监利、洪湖隔江相望，东南濒临幕阜，与湘省的岳阳和
湖北的通城、崇阳、蒲圻毗连。
东西北三面紧连湖北，是湘鄂两省交界之地。
北去武汉，南至长沙，均约180公里。
既交相承受这两大城市的辐射，又扼控由湘进鄂，由鄂入湘的咽喉。
历史上的兵家，无论自北向南攻取长沙，或从南往北图占武汉，莫不视临湘为战略要地。
 聂市镇位于临湘市境北部，地处长安河（又称聂市河、沅潭河）下游、黄盖湖尾闾，距城关镇13公里
。
土地总面积117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3.5万亩，茶园1.1万亩，山林12万亩。
辖20个村，1个居委会，1个农场，262个村民小组，6939户，2.58万人。
 风光旖旎的长安河（聂市河），纵贯全境，水上运输，十分便利，昔日每逢丰水季节，有轮船从汉口
驶来装运货物与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临湘到江南、黄盖湖的公路开通，陆路运输也开始便利起来，每天有数十趟公共汽
车通过其境。
从上世纪70年后期起，在老街之后开始营建新街；至90年代末，新街长达1000米，有各类商业门店362
家。
 相传，黄盖湖早期乃是无名湖，聂市原是个无名村落，依湖而栖，地瘠民贫。
赤壁大战结束后，孙权论功行赏，赐其操练水军之湖日黄盖湖，以不没老将黄盖承受“周瑜打黄盖”
的皮肉之苦的功劳；赐当初曾经接待他的集市名“接驾市”，后来慢慢地演变为“聂家市”，人民国
后简称“聂市”。
大概与此相关吧，那曾设宴招待吴主孙的渔民船户的议事之地，有“宴屋”之称；聂市镇及其周边乡
镇的相邻处，还有磨刀亭、三子听、走马畈、马坳、云雾山、奔（追）马山、马踏石、灯窝山、火号
山等多处三国地名；环聂市古街方圆3里的范围内，竟有7座祀奉孙权的“吴主大帝庙”。
聂市镇以水而旺、以茶而兴。
聂市古街，原在今东红村东流冲口的杨树湾一带，据现存的明清《岳州府志》、《临湘县志》记载，
聂市古街自古即是岳州府、临湘县的名市，有上、下二街。
明清之时，为避黄盖湖因泥沙严重淤积后大为增多的水灾，聂市古街逐渐上移。
民国之时始有上、中、下三街。
它以盛产茶叶和青砖黑茶著称，是我国茶马古道和晋商万里茶路的南方起点。
晚清及民国时期，聂市古街收购茶叶的店铺达数十家。
茶歌“聂家市”即为此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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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我与何心合作完成。
我认识何心时她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本科生，正选修我开设的“中国习惯法导论”课。
她的课程报告主要是根据访问她爷爷何培金而写成，由此我知道了何培金，并引起了我对何培金的兴
趣，增加了对他的一些了解。
    在考虑“乡土法杰”系列入选对象时，我觉得洞庭乡人何培金是个合适的对象。
虽然他是处级干部退休，吃公家饭，为官方体制内人物，但是他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了解、对地方文化
的热爱、对公益活动的关心，我觉得何培金符合我们的要求。
为此，我于2011年7月16日专门从湖南长沙去临湘聂市何家冲初步访问了何培金，印证了我的判断；8
月6日又从北京去何家冲，与何心共同访问了何培金。
这次，我们白天看祠堂寺庙、上茶厂油坊、访农家村邻，晚上住在何家，与何培金长谈漫聊，进一步
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理解。
我还根据“乡土法杰”系列的设想与何心讨论了访问、调查和写作的有关事宜，就本书的基本目标、
风格进一步进行了沟通。
    之后，2011年8月至9月何心按照我们拟定的提纲进一步访问何培金，继续进行田野访谈和资料搜集
，逐渐形成了本书雏形。
之后，我与何心就进一步调查、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就本书初稿提出了我的意见。
2011年10月何心赴英国求学，我也忙于其他事务，修改初稿的事情就停顿了一段时间。
2012年11月25日我开始集中时间进行本书初稿的修改，完成了全稿。
本书中“何培金印象”、“附录：湖南临湘聂市何家冲行”由我所写，其他部分由何心撰写初稿，我
负责修改；有的部分我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写。
全书文责由我承担。
    本书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对何培金和其他村民的访问谈话、何培金所写的各种文书、对何培金的观察
等。
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等因素所限，我们对其他村民、人士的访问谈话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我们对何培金的全面描述和临湘聂市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的真实反映。
    本书所述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仅仅是我们所见所听所思的记载，不一定反映何培金和何家冲地
区的真实情况和社会全貌；本书的最后定稿也没有经过何培金的审阅。
因此，书中的判断、表述完全是我们个人认识的表达，存在的错误由我承担责任。
我们尽力而为，但愿没有辜负何培金对本书抱有的期待。
除何培金及其家人外，书中的大多数人名为化名，特此说明。
    感谢何培金及其家人的配合和支持。
在我们到何家冲调查、访问期间，黄楚芳君、何云峰君给予了大力帮助，特致谢意。
书中的照片均由何云峰拍摄，特此说明并对他的劳动表示感谢。
    佛弟子食时需要“五观”，即在用斋时想五方面的事情：“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应受此食”。
我录于此，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高其才    2012年11月25日于京西505室    2013年1月22日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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