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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正视民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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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民间法哲学论:一种中国特色法哲学建

构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后,“应
当正视民间法”的念头蹦了出来。 研读该著后,对
民间法的认识,或多或少经历了由“感性”认识迈至

“理性”认识的转变。
正视民间法,更好适用国家法。 民间法与国家

法究竟是何种关系? 这一“拷问”,既是民间法论者

与国家法论者研究的题中义,更是中国学者探寻国

家治理之“中国之治”的必然追问。 作者化用政治

学“公共秩序”概念,辅之以“场域”建构元素,提出

“国家法旨在捍卫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政治秩序……
国家层面民间法维护国家范围内各种场域法域中的

场域公共秩序”,并有力驳斥了“民间法消亡论”“民
间法有碍法治论”等偏见。 作者建构包含民间法这

一广义上法体系之基本构成形态的法哲学给人以启

迪,即在各种场域法域中不能随意改造民间法或无

条件移植国家法。 在国家法已然占据极大优势、民
间法仍处弱势的当下,正视民间法断不是“离经叛

道”,而是有助于我们更准确适用国家法。 在处理

乡村等场域法域范围内公共秩序问题时,应更多地

考虑运用村规民约等民间法,而非无条件、“硬核”
适用法律政策等国家法。

正视民间法,思考“软法”之治。 作者通过论述

国家法之“硬”,凸显了民间法之“软”,指出“国家层

面的民间法在国家内部不同区域或领域亦即各种场

域法域中处理国家法没有顾及的社会纠纷”,实如

一些学者所呼吁的:“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政

权更迭频繁使得“硬法”国家法在一定程度上“根基

薄弱”,“软法”民间法在基层治理中有较大空间。
对于部分“软法”规范中一些与现代法治不相适应

的因素,正确的做法不是全盘消灭,而是合理引导。

民间法概念体系中的“软法”规范如何“安放自己”?
如何处理不同类型软法规范之间的关系? 如以党规

党纪为代表的党内法规如何实现柔性治理? 作者运

用法治的场域层次性理论对整个法治现象进行剖

析,指出国家层面法治缺乏民间法布局导致了现实

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张力与错位。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这种思路或能镜鉴到不同类型“软法”
规范内部冲突的化解之中。

正视民间法,吃准中国特色。 若未深刻认识到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没能获得社会民众基础,若未

能抓住官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王亚南先生亦

难免会坠入政治修辞怪圈的“窠臼”,更别说“透视

中国政治的实质”。 那“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 抑

或说,中国的“实际”在哪里?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
其中之一是“中国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
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
在“皇权不下乡”理念、“人情社会”文化、国家法辐

射“半径”过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民间法相对于国

家法,具有更大作用空间。 在中国乡村不断变迁、脱
贫攻坚目标业已实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

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治理乡村,离不开民间法。
一如作者观点,我们不应拘泥于西方法治理论

对世上“法治”实践的理解,而应努力将对域外法治

价值的关注转向对本国法治之内生机制的揭示上

来。 这一转变,不仅能在法学理论研究上真正有所

作为,亦能充分体现法治实践的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 当然,一部作品亦不可能解决所有理

论问题,如作者从外部功能角度来进行理论建构,而
本体论阐发相对不足,即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民

间法的发生和演变,其理论逻辑与脉络何在? 还需

作者进一步研究。 (本文编辑:魏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