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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是功能性的社会控制工具。
法律的功能是指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法律与社会其他结构要素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它对社会整体生存
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根据法律功能的结构、层次的差异，可以将其区分为规范功能和公共功能两种形态。
在这两种具体形态中，根据法律作用于其他社会结构要素产生实际功效的不同，可以将其区分为正功
能、反功能、非功能三种形式。
此外，根据不同的标准，还可以将其区分为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显性功能和
隐性功能、统治功能和非统治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整体功能与部分功能等。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作为社会结构要素之一，它在国家法原则的规范和约束之下存在，对其他社会
结构要素的存在同样具有必要性和有效性，因此，它也是功能性的社会控制工具之一。
但是，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功能发生根据和具体功能表现形式与国家法有所不同。
与国家法相比，它主要表现为规范功能的内容和形式齐全，而公共功能的内容和形式残缺，在总体功
能上弱于国家法，并且有变形的特征。
而且，它的规范功能和公共功能的侧重也与国家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本文着重论述了回族伊斯兰习惯法对国家法以及对其他社会结构要素的正功能问题，并对回族伊
斯兰习惯法在特定条件下对其他社会结构要素的消解作用，进行了初步论述。
　　现实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正功能，努力使其消解作用转化为正功能，并调
适它与国家法之间的功能关系，使之为回族聚居区法治文明建设服务，进而为国家实现依法治国战略
而服务，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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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经德，男，回族，1969年出生，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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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序导论第一章 伊斯兰法中国本土化一、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来源二、对回族伊斯兰习惯法概
念的认识三、伊斯兰法实现中国本土回族化的方式和层次（一）伊斯兰法在中国境内的影响（二）伊
斯兰法中国本土化（三）伊斯兰法中国回族化第二章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特征一、回族伊斯兰习惯法
的世界伊斯兰共性二、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民族个性三、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特殊规范性第三章 回族
伊斯兰习惯法的主要内容一、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与伊斯兰教的依附关系二、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与伊斯
兰法的渊源关系三、伊斯兰法的流派划分及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流派属性四、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主
要内容（一）信仰习惯法（二）刑事习惯法（三）民事习惯法（四）饮食习惯法（五）丧葬习惯法第
四章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功能一、法律功能概述二、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功能（一）回族伊斯兰习惯
法的功能发生根据（二）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规范功能（三）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公共功能（四）回
族伊斯兰习惯法功能中的反功能和非功能问题第五章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与国家法功能的调适一、政治
功能的调适二、经济功能的调适三、教育功能的调适四、精神文明建设功能的调适第六章 回族聚居区
法治文明建设随想一、对回族聚居区法治文明建设的理性思考二、对回族聚居区法治文明建设的现实
思考三、对加强国家立法保障的思考结语：社会转型中的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之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参考
文献作者主要学术简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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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特殊规范性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作为一种集宗教性、民族性于一身的
民间规范体系，　　除了具有宗教法的共性和民族法的个性之外，还具与其他类型的习惯法不一　　
样的规范性（即规范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规范性是指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作为　　一种社会规范对人们的具体行为所具有的特殊强制和
约束作用。
　　首先，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为回族提供了判断是非的明确标准，对人们的　　行为进行指引、评价
、预测、教育。
如前所述，回族伊斯兰习惯法来源于伊　　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古兰经》以
及对《古兰经》起　　解释作用的“圣训”。
因此《古兰经》和“圣训”不仅是回族伊斯兰习惯法　　理论上的准据法，而且也是实践中的行动纲
领，它的内容和效力都是确定的　　。
比如《古兰经》中就规定了“义务性的行为”“一般的（或可以自主选择　　的）行为”“可嘉的行
为”“受谴责的行为”“禁止和受罚的行为”五种确　　定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评判
和指引。
当然，这里的确定性还　　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指受回族伊斯兰习惯法调整的主体对其内容是充分
理　　解和明白的，也是自愿接受其约束的。
从法律权利、义务角度来讲，它的法　　律权利、义务的内容都已规定得非常清楚、明了。
当然，这种确定性也是有　　限度的，它的明确程度不可能像国家制定的法律那样明白无误，但至少
它对　　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是为回族民众所了解和理解的。
　　其次，回族伊斯兰习惯法具有严厉的强制性。
它的强制性具有鲜明的特　　色和个性，这种个性特征主要源于伊斯兰法的强烈的宗教性。
回族伊斯兰习　　惯法的强制性源于回族对伊斯兰教教义中所确立的那种对“现世”报应和对　　“
后世”惩罚的恐惧或报应观念。
法律威慑理论认为，人们自觉遵守和服从　　法律是由于法律具有特殊的威慑力。
伊斯兰法不同于一般世俗法律之处就在　　于，在伊斯兰法被视为习惯法的穆斯林聚居人群中，伊斯
兰法的威慑力体现　　在它是在对人们的行为作出善恶评价的基础上主要靠一种非常特殊的超经验　
　的神秘内心体验来约束穆斯林的言行举止和思想观念的，伊斯兰法的强制力　　正是通过现世惩罚
和后世报应这两种手段来维持的。
所以对于一般回族来说　　，他们生活的终极意义就是向往后世的“天园”，并在“天园”中“必定
见　　主、必定归主”；而要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就必须在今世多干好事，尽量使　　自己成为一个
好人、完人。
因此一个有信仰的回族在现世生活中时时处处都　　以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上述要求来作为衡量自己
行为善恶与对错的标准。
因　　为在回族看来，一个人的行为如何，是他（她）的正信、虔诚程度的表现。
这　　不但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获得声誉、地位的主要途径和能否受到其他回族尊重　　的价值评判标
准，更重要的是它被认为是在来世生活中能否顺利进入“天园　　”的重要凭证。
伊斯兰法为所有穆斯林确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在现世生活中　　作恶多端的人，在后世必定要下地狱
，受到真主毫不留情的惩罚；而多干“　　善功”（阿拉伯语为“尔麦里”）、多做好事者必定能在
后世进入真主预先就　　已创制好的“天园”中，受到真主的款待。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最大的威慑力　　和强制性主要就来源于这种对唯恐后世进不了天园而遭惩罚的惧
怕。
　　在一个把伊斯兰教法奉为国法的伊斯兰社会中。
宗教规范和国家法律合　　而为一，在这种规范重叠的社会中，伊斯兰教法具有超常的现实威慑力和
强　　制性，因此要将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行为绳之以法很容易做到。
但在像中国这　　样一个伊斯兰文化处于非主流文化地位的社会中，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仅处于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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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支配的从属地位，要想对违反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行为进行现实惩　　罚往往不容易做到；大
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与国家法对社　　会行为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
规范性出现重合或同一，并且回　　族伊斯兰习惯法有机会得到国家法的支持时，回族伊斯兰习惯法
的现实惩罚　　功能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比如《古兰经》把通奸行为视为大罪，并规　　定对于已婚通奸者要用乱石击毙；而我国现行刑法则
并未将通奸行为视为犯　　罪，因此在把伊斯兰法奉为国家法的传统伊斯兰社会中，诸如对已婚通奸
者　　施以鞭刑并处乱石击毙、未婚通奸者施以鞭刑并处一年流刑，对盗窃者砍其　　手、削其足等
刑罚已被回族伊斯兰习惯法自动放弃。
然而，后世报应的威慑　　作用却无须借助国家暴力手段就能产生，因此，无论是在奉伊斯兰教法为
国　　家法的社会中，还是在伊斯兰教法具有习惯法功能的社会中它都能发挥作用　　。
“人们只能凭虔诚的信心接受它的存在，以既非感性经验又非理性思维的　　超常态认识方式领悟宗
教信仰的意义。
因此，宗教（法律）要求的是依靠情感　　和信念支撑的一种超理性的精神活动。
”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主要就是靠着宗　　教法律这种对后世惩罚的威胁来发挥它的威慑力和实现其强
制的规范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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