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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草原法的文化阐释》

内容概要

《蒙古族草原法的文化阐释》运用了文化阐释的方法,从卫拉特法源流、历史、渊源、元明时期卫拉特
社会的法律、卫拉特法的基础理论及制定、《卫拉特法典》的时代背景等角度分析了《卫拉特法典》
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最后对法典的法条逐一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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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华均：1956年出生，男，湖北武汉人，绍兴文理学院法学教授。199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法学硕士
学位。2006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人类学、法学。在《社会科
学战线》、《高等农业教育》、《政治与法律》、《黑龙江民族丛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西北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参编著作多部，主持过多项省级、校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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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提出和研究状况　　一、蒙古-卫拉特的族源和演变　　二、问题的提出和研究
现状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　　第二节　本著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　　一、本著所
选择的理论　　二、本著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三节　选题的新颖性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选题的
新颖性　　二、《卫拉特法典》的法律地位　　三、选题的目的　　四、选题的意义　第四节　论著
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　　一、主要内容　　二、研究思路第一章　生活史和卫拉特法的源流　第一
节　卫拉特法的形式渊源　　一、法的渊源　　二、卫拉特法的形式渊源　第二节　《卫拉特法典》
的历史渊源　　一、族源的差异性　　二、原始宗教、民俗的迥异　　三、俗词源学中的习俗和神话
故事　第三节　准法律功能：习俗制度和禁忌　　一、作为准法律制度的习俗制度　　二、禁忌的准
法律功能　第四节　社会变迁和对“约孙”的接受　　一、法律制度的调适性　　二、对称性理论和
对称性的法律　第五节　象征符号和《大札撒》　　一、《大札撒》的起源、编修和颁行　　二、《
大札撒》的本质和特征　　三、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内容　第六节　森林、毡帐百姓：不同的文化
根基　　一、文化根基的意义　　二、森林、毡帐百姓的不同文化根基第二章　元、明时期卫拉特社
会法律第三章　卫拉特法的基础理论第四章　制定《卫拉特法典》的时代背景第五章　 《卫拉特法典
》的整体性材料第六章　 本质特征：人类经验和法秩序的文化表达第七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序
言第八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部族关系法第九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刑法（一）第十章　 《卫
拉特法典》中的刑法（二）第十一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行政法第十二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
军事法第十三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私法第十四章　 《卫拉特法典》中的诉讼法第十五章　 《卫
拉特法典》的初次增纂第十六章　 《卫拉特法典》的再次增纂第十七章　 卫拉物法对后世的影响结
束语：对传统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诠释主要参考文献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
文后记

Page 4



《蒙古族草原法的文化阐释》

章节摘录

三、紧密联盟性    卫拉特法的紧密联盟性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一致对外进行地方性部族间的政治联
盟。两大部族集团产生了由全体封建主组成的中央立法机构“丘尔干”，实现了两大部族集团进行决
策的统一性。卫拉特和喀尔喀还通过代议制，完成了政权决策意志的独立化。《卫拉特法典》的效力
涉及卫拉特、喀尔喀两部的属民和辖区。两部族集团制定的法律任何人不得修改、不得另立新法。军
事联盟更加紧密，如遇外敌人侵，两部族联盟应统一集结，统一调配，一致对外。二是对内放弃了以
前的松散性联盟，统一赋予各级行政机构的管理权限，凡侵犯大小爱马克的，都应当严厉制止。背主
弃主是宗王法严厉禁止的，属民如有战时遗弃宗主的，应与犯动乱罪、大敌入侵不报告罪一样被处以
死刑。属民缴纳税赋表现为汗臣之间服务与忠诚的法权关系，驿传和运输义务既是属民对部族集团的
义务也是对汗王的义务。各级法院统一适用《卫拉特法典》和卫拉特法，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才适
用习惯。四卫拉特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动员是严格在卫拉特的决策机构--“丘尔干”的集体决策指导下
进行的，联合的军事行动和区域性事务的参与，都要经过各部酋的共同商议。当进军青海地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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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初使我迷恋上草原法文化的是在大学期间读的一本书，即道润梯步先生1978年译注的《蒙古秘史》
，这使我知道了苍狼、白鹿图腾和游牧文明。当我习得成吉思汗和许多马背上民族的故事后，我就向
往着自由的游牧生活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使我在学习法律专业的硕士阶段就偏好于法律
文化学，在我步入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涯时，我的视野就已拓展至少数民族的法制传统的领域，尽管至
今我只是一个肤浅的涉猎者。    巧合的是，我最终还是与游牧民族的法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愿
以偿地进人中央民族大学深造，学习法律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民族学。在2003年10月一个金秋的早
晨，当我和我的师妹严梦春正在导师白振声先生的书房里聆听他的教诲时，作为思想境界与治学都十
分令人敬仰的博士生导师，他建议我选择《卫拉特法典》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查询的结果证实了先
生预判的正确性：国内目前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这一选题。事后我想，导师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功
力恐怕缘于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对学生知识储备情况的了解，如果不是“师傅”的点拨，我的博士论文
的选题很有可能会出现偏差。兴趣有时是创作的原动力，新颖性又激励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卫拉
特法典》的研究上来。最初，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关《卫拉特法典》的
直接研究成果极少，有关卫拉特、喀尔喀部的古文献更为缺乏；民族语言问题是个拦路虎，外语水平
的不高制约着我获取国外信息的能力；有关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解释学、生态学、体质
人类学、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贫乏也多次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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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一本书,明显给摔了,书一端根部摔呲了,封面很脏
2、尚未读
3、好书，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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