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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法理论探索》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民族法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由国家“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我们立足于将民族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当前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立法、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区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实际相联系，既注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关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实际。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民族法学界较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国内民族法理论研究已有20余年，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也形成了一支专
业学术队伍。
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目前我们面临着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发展与创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结合形势发展，实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如何通过推出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民族法制建设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如何通过研究和交流，增进世界各国对中
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了解，这既是民族法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也是本丛书的基本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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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研究方法上，本丛书力图将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社会学定量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
法学的规范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充分发挥我校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并将其相
关研究成果应用到法学研究上，既注重田野调查第一手材料的搜集，也加强从法学角度对人类学（民
族学）田野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力图使本丛书的研究建立在坚实而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做到立足中国
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本丛书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首先，力求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坚持和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制度的道路，
为解决中国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做出理论尝试，而这对各民族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
展，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有助于向世界展示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成就，展
示我国各少数民族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展示我国党和政府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与保障人权方面所做
的努力，使外国人民，尤其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了解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人权的真
实状况，有力回击某些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
第三，有利于加强民族法学学科的自身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有较高理论素养、较强科研能力和敬业精
神的科学研究队伍，并将形成广泛的国际国内学术联系，能持续地为国家输送高质量人才，以及为国
家和政府各部门提供决策和咨询服务等。
第四，本丛书努力突出理论和需求的适应性，其对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重大现实问题
的研究，将直接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提供参考意见和材料。
第五，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和发行，整合有利资源，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学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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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鸣，男，四川泸州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博士生导师。
199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法律史、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了《明代
土地法制研究》、《羌族法制的历程》、《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羌族习惯法》（合著）
、《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等著作，在《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比较法研
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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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先秦的民族法制  第一节　氏族、部落与民族  第二节　刑与礼    一、刑    二、礼  第三节
　禅让制  第四节　夏、商、周的“五服”制第二章　秦汉的民族法制  第一节　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
设置    一、奉朝的良族事务管理机构    二、汉朝韵民族事务管理机构  第二节　属邦律  第三节　和亲
与交质    一、和亲    二、交质  第四节　匈奴习惯法　  一、行政习惯法　  二、刑事习惯法　  三、民事
习惯法　  四、司法习惯法　第五节　羌人习惯法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法制　第一节　胡汉分
治　  一、汉赵的“胡汉分治”  　二、后赵的“胡汉分治”　第二节　法律的“汉化”  　一、前秦的
法律“汉化”  　二、后秦的法律“汉化”  第三节　鲜卑习惯法和北魏律　  一、鲜卑习惯法 　 二、
北魏修律  　三、北魏的司法变革  　四、北魏法制的二元特色　第四节　北齐律第四章　唐宋的民族
法制　第一节　羁縻制度    一、唐朝羁縻府州制度的基本情况    二、羁縻府州制度的内容特点    三、
对羁縻府州制度的评价  第二节　唐律“化外人相犯”探析　  一、“化外人”的含义 　 二、“化外人
相犯”解读  　三、唐之后“化外人”条款的变异　第三节　吐蕃法    一、盟誓    二、告身与尚论    三
、罪与刑    四、赔命价　　⋯⋯第五章　辽金西夏的民族法制第六章　元代的民族法制第七章　明代
的民族法制第八章　清代的民族法制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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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如斯大林所言：“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
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标准衡量中国有史以来产生或形成的民族，中国古代曾出现过匈奴、突厥、
羌、吐谷浑、乌桓、鲜卑、契丹、女真、回纥等民族，近现代形成了藏族、回族、蒙古族、壮族、维
吾尔族、满族等55个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们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传
统法律文化和独辟蹊径的民族法制的历程。
法制的含义：法制是一种目标、价值与制度的新型设置。
民族法制指立法主体为规范国家范围内的民族事务而制定的法律制度。
民族法制就是调节民族关系，指导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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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申报设立民族法学博士点获得批准，2004年招收了第一届民族法学专业博
士生，我即为其讲授“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专题研究”的专业必修课，从那以后，对每一届博士生都
是如此。
其上课的方法无外乎列出本学术领域内一些相关的研究课题，开出相关的阅读文献书目，让学生在收
集、熟悉材料的基础上，写出读书笔记，上课时，先由学生汇报读书情况，围绕课题进行充分讨论，
然后我再点评及归纳总结，并将自己的教案提供给学生作为示范，为学生将读书笔记修改成论文提供
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学生将论文写出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指导和修改，使其能够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准。
近年来，本专业博士生就该课程涉及的相关课题公开发表于核心刊物的论文有20余篇。
《中国民族法制史论》中的观点大部分正是我于2004——2008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构思的，在我开设的
“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专题研究”课程上讲授过，并以我给学生示范的教案为主体，同时融入了我指
导学生完成的部分作业，在二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整合、补充、修改、完善。
不言而喻，博士生沈寿文、戴双喜、邹敏、李剑、牛绿花、阿茹罕、刘华、刘泓呈对该书的写作是有
贡献的，为此，特予以说明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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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法制史论》为民族法理论探索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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