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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从习惯与法律的关系、制度与秩序的视角、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
层面对习惯与法律的辩证关系作了哲理层面的解析，从法文化学的角度探析了从习惯到法律演变的路
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
作者认为，虽然在世界各国的文明演进中，从习惯到法律演进的具体过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
是，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脉象来看，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同时，他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的视角对习惯和法律的内涵
、本质、关系、互动以及发展规律作了多视角、全方位的描述与探究，大大提高了该论著的学术厚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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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镭，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
现于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理沦法学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同时担任中国法学会全国西方法律思
想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法学会法理学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张镭研究方向　　张镭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法理学、西方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纠纷解决机
制等方面。
近年来主持的科研项目有：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研”（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国际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2004年），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惯法与现代法治”（2005午），江苏省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民间习惯与和谐司法研究”（2007年），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民间习
惯与农村民事纠纷的司法化解”（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基层民事纠
纷的司法化解”（2007年）。
近年来在《法制与社会发展》、《江苏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发表科学研究论文近二
十篇。
2006年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7年荣获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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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言第一章 习惯与习惯法一、习惯的界说（一）一个多元化的概念（二）习惯的法权本质（三）
与习惯概念相关的几个问题二、习惯的生成（一）习惯生成的诸种观点（二）习惯生成过程中的其他
因素（三）习惯生成中的几个问题三、习惯法的概念（一）习惯法的几个流行界定（二）对上述习惯
法概念界定的分析第二章 习惯与法律之关系辨析一、习惯与法律关系的法学观点（一）法理学（二）
法人类学（三）部门法二、制度与秩序的视角（一）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二）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
三、合法性与合法律性（一）合法性的涵义与要素（二）合法律性与合法性的关联（三）法律合法性
的实现四、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第三章 从习惯到法律的演变一、从习惯到法律与人类社会的文明
演进（一）文明及其产生（二）文明演进的不同样式（三）规则变迁是秩序变迁的主要表现二、从习
惯到法律演变的路径（一）纳入——重述和适用（二）转化——编纂与整合（三）分化——社会规则
的共存三、从习惯到法律演变的基本特征（一）过程上的渐进性（二）进程上的交互性（三）方式上
的多样性（四）程度上的差异性（五）范围上的扩展性四、从习惯到法律演变的一般规律（一）从习
惯到法律的演变决定于习惯内部矛盾的发展（二）习惯向法律的演变应当符合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
三）习惯向法律的演变要经过统治集团公开认可或者默认（四）统治集团的认可或默认必须以社会主
体的普遍认同为前提（五）能够向法律演变的习惯必须是能够获得普遍适用的习惯第四章 二元社会秩
序中的习惯与法律一、二元社会秩序界说二、近代以后西方二元社会秩序的形成（一）工业革命前的
欧洲社会（二）市场经济的兴起（三）市场经济下的习惯与法律三、近代以后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及
其规则关系（一）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二）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三）当代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第
五章 理想的秩序治理：习惯与法律的规则共治一、替代型规则吏往模式及其危机（一）替代型的社会
规则交往模式（二）替代型规则交往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二、规则共治的理论基础（一）善治理论
及其意义（二）共治型规则交往与善治目标的实现三、当前中国规則共治的实践构想（一）兼容性的
立法工作（二）灵活性的司法活动（三）区域性的规则共治（四）多元性的解纷机制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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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习惯与法律之关系辨析　　习惯的产生作为一种社会规则系统的形成表明：人类社会已经
进入到秩序状态。
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开拓和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也不断趋于繁杂，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逐步
超越了早期原始社会的交往关系。
人类的历史演进最终宣告早期习惯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进而需要一种全新的规则来完成对
繁复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这种规则就是法律。
法律形成以后，与习惯共同承担着人类社会秩序治理的任务。
最初，法律与习惯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也是习惯的重述；后来，法律逐步取代了习惯
的重要地位，并且发展出了独立的术语系统，此时的法律才算是真正独立于习惯规则系统了；最终，
法律成为社会秩序治理的最主要的规则系统，而习惯却被边缘化了。
从理论上说，习惯是法律形成的源头已经为学界所认同，但是，法律形成以后，尤其是法律已经成为
社会秩序治理的主流规则系统以后，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却呈现出不同的
解释。
　　一、习惯与法律关系的法学观点　　国内主流的观点都承认习惯与法律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
象，就是习惯是法律形成的起源和基础，法律是习惯不断发展的产物，法律与习惯之间存在多方面的
区别和联系。
从起源角度来看，习惯作为法律生成的源头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争论主要在于究竟早期的习惯演变
应当看成是法律的形成，还是看成习惯自身的演化形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以法律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习惯究竟与法律之间形成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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