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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
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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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进入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发展阶段，在民族理论、民族经
济、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世界民族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民族学30年的》按分支学科系统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研究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民族学30年的》的撰写者均为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带头人或资深学者，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学
科的发展和变化，他们所做的综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材料翔实、行文规范，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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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喀尔喀法规》是一部清代喀尔喀地方法规的汇编，达力扎布的《（喀尔喀法规）制定原因及实
施范围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认为，清廷为笼络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稳定喀尔喀，允许土谢图汗等部王公制定了这部法规。
该法规有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特权和宗教事务方面的内容被奉行于整个喀尔喀。
世俗方面的内容，主要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库伦和土谢图汗部实行，后来只限于大库伦内。
　　罗致平、白翠琴的《试论卫拉特法典》（《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详尽地分析了卫拉特法典（
又称“1640年蒙古一卫拉特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指出法典的某些条款虽然还保留了氏族制的外壳，但其主要内容是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维护封建所有
制，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从法律上促进了封建制的发展，对蒙古社会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华均著《蒙古族草原法的文化阐释——（卫拉特法典>及卫拉特法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一书，首先从对包括《卫拉特法典》在内的卫拉特法全部法条逐一诠释入手，初步了解
卫拉特法的性质、特点、体系、效力、调整范围、调整对象等问题，对卫拉特法的制度框架进行鸟瞰
式的概览，借助法文化的诠释，全面探求立法者的意图。
其次，对卫拉特地方性法律符号展开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宗王法、僧侣法、军事法、行政法、刑法、
诉讼法等内容。
再次，采用法律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卫拉特法所涉及的民俗、地方性知识进行文化解读，目的是从中
了解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
从法学、人类学、史学的多维视角对卫拉特法进行整合性的研究，得出有关卫拉特法的学术性和应用
性的价值评估。
策·巴图《（蒙古一卫拉特法典）与蒙古族传统的财产分配习俗》（《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一文，对《蒙古一卫拉特法典》中的财产分配法与蒙古族传统财产分配习惯进行对比和分析，以相关
文献记载为例阐述二者的关系、发展趋势和社会作用。
　　乌力吉陶格套的《近代蒙古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认为，
清代前期，清政府通过对蒙古的特殊立法，确立了蒙古地区独具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
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和历届中央政府对蒙古的“
与内地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蒙古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封建政权。
蒙古统治者依据“各从本俗法”的原则，对蒙古法、回回法、金制唐律等兼容并蓄，其法源呈多元性
。
白翠琴的《略论元朝法律文化特色》（《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在全面研究元朝法制的基础上，通
过纵横对比，从成文法渊源、形成、内容、监察司法机构、圆署约会制度、律书语言文字等方面论述
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元代法律文化。
指出元朝统治者将“祖述”和“变通”紧密结合，其法制主要受中原传统法系影响，但又留有浓郁草
原游！
I步习惯法的气息，还吸收了回回法等的某些内容。
曾代伟的《蒙元流刑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指出，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
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
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混乱，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
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
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集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
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元朝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
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
普遍。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边疆政策较为成功、民族法制最完备的朝代，回疆法律制度又是其中最具特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学30年>>

的部分，也是历史上中央政府对穆斯林地区立法的突出成果。
王东平的《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研究了自清代统一回疆地区
至新疆建省止一个多世纪中回疆地区的法律制度，重点探讨了回疆法律典章的分析、大清律与伊斯兰
教法律之间的关系、回疆婚姻法、回疆司法制度、回疆经济法规等问题，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了清
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与措施，总结了历史上民族法治的成败得失。
作者认为回疆法律制度的问题，其实质是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基础的大清律在新疆南部这个多民族杂居
地区实施时所面临的文化冲突问题，从这个视角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研究中华民族内部不同
文化区域、族群的关系，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
疆地区的稳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王欣的《（回疆则例）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主要研究新疆建省前清朝处理新
疆南部民族事务的地方性民族法规《回疆则例》，认为《回疆则例》的修订反映了清朝对新疆治理的
不断深入，还充分体现了清朝“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各种法律文化之间
的互相调整与适应，并对其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
　　周润年、喜饶尼玛译注《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藏族成文法
典《十六法》和《十三法》进行了译注。
周润年在译注的基础上又撰文《西藏古代（十六法）的内容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对其进行了分析，认为藏巴第司噶玛丹迥旺布时期制‘定的《十六法》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一部
典型的成文法，它对于研究西藏社会的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以及法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综观《十六法》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主要几点：①反映了农奴主阶级的根本利益；②反映了封建农
奴社会明显的等级制度；③反映了封建农奴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④反映了神权观念和教法思想。
　　张植荣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法律地位》（《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钦定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政府1793年整顿西藏政务的重要成果，它标志着中央对西藏的施政达到
了成熟的阶段。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二十九条”都是中国中央政府加强西藏地方主权管辖的表现
，是总结元以来历代王朝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管辖的表现，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法规。
　　杨怀英等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分凉山彝族奴隶社
会法律制度简况、奴隶制度等级隶属关系、奴隶制社会的刑法制度、奴隶制社会民法制度和婚姻家庭
制度、奴隶制社会继承制度和奴隶制社会的诉讼制度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涵盖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社
会习惯法的全部内容。
张晓辉、方慧主编的《彝族法律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对彝族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
现代意义进行了研究。
彝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发达的法律文化，该著作研究了先秦、南诏、大理国、元明清时期以及民国时期
的彝族法律文化，研究了彝族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其对现代法治秩序建构的启示。
　　方慧、田瑞华的《略论元、明、清时期的傣族法律》（《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认为元代
傣族尚没有成文法，但已与原始社会的习惯法有所不同，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保护的是傣族奴隶主
阶级的利益。
明、清时期傣族的法律有所进展，特点是：成文法尚未公布，成文法与习俗法并存；傣族封建法律深
受佛教影响；傣族成文法的结构是刑、民并重；体现出较为独特的民族关系；法规中保存了较多的奴
隶制残余，并深受内地和东南亚地区法律的影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学30年>>

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学30年的（1978-2008）》按分支学科系统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研究的发展和变
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进入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发展阶段，在民族理论、民族经济、
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世界民族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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