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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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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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章，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在第一、第二章中，我按照各外少数民族
居住的地域情况，将其分为东北、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中南、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四节加以介绍，这种划分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不是官方的划分，也并非完全
科学的划分。
    第一章“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婚俗研究”：鉴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和习俗，
尤其是在婚姻家庭习俗方面十分丰富，每一个民族都有各种各样的婚姻习俗，而本书的写作篇幅又是
有限的，所以，每一个民族我只是选择其众多婚姻习俗中的几个相对典型的恋爱习俗、定亲习俗、婚
礼习俗等加以介绍，而不能全面地介绍每一个民族的所有婚姻家庭习俗。
所谓的典型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并不能完全代表该民族人民自己的看法。
    第二章“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历史与变迁研究”：以介绍和论证各个少数民族的婚姻
制度和家庭制度为主，兼而介绍了各个少数民族的生育制度和继承制度。
重点研究了各个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也简单介绍了各个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
在结婚制度中，主要研究各个民族的结婚条件、结婚程序；在家庭关系中，主要研究各个民族的家庭
结构、父母子女关系、其他亲属关系；在离婚制度中，主要研究各个民族的离婚观念、离婚条件、离
婚程序、离婚的法律后果等等。
也是由于本书的写作篇幅的原因，大部分只是作了简要的介绍，不能十分深入地研究，不能不令人遗
憾。
    第三章“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的现状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根据作者和课题组成员在
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以及各民族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一媒体资料等进行写作的，
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原因，作者并没有对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都进行婚姻家庭现状的田野调查，所以，
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也不能做到是对每一个民族的婚姻家庭制度的现状的完全准确的研究。
我主要介绍了各个少数民族结婚制度的现状、夫妻关系的现状、亲子关系的现状、离婚制度的现状、
生育制度的现状、继承制度的现状。
由于受各个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及各个民族自治地区依据《宪法》和《民族区
域自治法》的规定，相继颁布实施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变通规定，从而使得各个少数民
族的婚姻家庭制度的现状也各有特点，值得我们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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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光，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
书长，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北京市律
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
参与编写了《商法》、《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  《新婚姻法解释与
适用》、《新婚姻法指南》、《中国婚姻法》等十余部著作。
在《新华文摘》、《法学杂志》、《河北法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中国妇女》等刊物上发表几十篇论文。
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第二套《经济与法》、第四套《法律讲堂》、第七套《法律编辑部》、教育三台
《法制播报》，以及北京电视台第三频道《法制进行时》、《北京青年报》法律圆桌等栏目的主讲人
或案件评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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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婚俗研究　　第一节　东北、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的特色婚俗　　一
、蒙古族　　（一）蒙古族简介　　蒙古族历史悠久，富有传奇的民族色彩。
蒙古人勤劳勇敢，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享有“草原骄子”的美誉。
蒙古族现今人口5813947（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赛尔蒙古自治县，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省杜尔
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另外一部分散居于河南、四川、贵州、北京、天津、广东、云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苏
等省、市。
　　蒙古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我国境内的蒙古语又分为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三种方言。
早期的蒙古文字字母、拼写规则以及读音等都跟回鹘文相似，后来蒙古文字逐渐发展，形成了现行我
国境内的蒙古文和在卫拉特地区使用的托忒蒙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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