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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客家村落宗族内部纷争的处理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5-25 期数：0 阅读：83次

      编者按：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传统客家村落大多远离政治中心，国家权力很难直接控制，

民间纠纷基本上无法实行“国家的审判”。那么，在村落居民中或相邻村落居民之间，因男女关

系、山林田地、盗窃、抢劫、赌博等问题所发生的纠纷与争端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其诉讼需要经

过哪些基本的程序？本文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平县北部 以

下简称“武北” 客家村落为例，就这些问题做了探讨。 

 
                     
 

传统客家村落宗族内部纷争的处理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一） 

                                                                        
 

 刘大可 
 
 
 
      传统的武北村落大多为聚族而居的单姓村落或主姓村落，村落居民间的纠纷许多是发生在同

一宗族内部。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纠纷的处理主要是依靠宗族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这里的矛盾冲

突主要是依靠族中长老来处理，处理的依据则主要为族规、祖训、家规。当地人认为，宗族内部

的纠纷是“家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不能随便超越宗族，投告公亲“具席投入” 详见下节 

或是送交官府。 

 
      类似的处理方式，笔者在武北其他村落调查时也经常听到，如在湘湖村调查时，看到该村总

祠——德川公祠的门柱上贴有这样一副对联：“瓜瓞义门昌世族，柏台仁里冠平川。”据说，这

是当时武平县知县何近珠看到这座祠堂与县府衙门结构相似而书写的。他上任了三年多，湘湖村

一直没人到县衙门打官司，何近珠十分奇怪。当他到湘湖村，看到刘氏总祠设施与县府衙门相似

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湘湖人有纠纷都是自己解决，祠堂就是宗族的审判堂。于是，他感慨万千地

写下了这副对联。通过这一故事，可以大致看到湘湖刘氏宗族依靠宗族内部力量解决纠纷的情

况。 

 



      据一位报告人说，数百年来，每当湘湖刘氏宗族内部遇有矛盾纠纷，双方往往都会提议到祠

堂门前讲清楚，吵架也会到祠堂门口去吵。这一方面有让祖宗来评说的含义，另一方面则有让族

众来评判是非的意思。而每当这时，宗族中必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无理的一方就会遭到众人的

谴责。这样，常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消弥了宗族内部的矛盾。 

 
      可以与之相印证的是，《湘湖刘氏族谱》中也记有不少关于族中长老“排纷解息”的内容，

从为数众多的有关排难解纷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湘湖刘氏宗族内部的调适功能和宗族领袖在处理

纷争中的作用。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宗族矛盾纠纷的预防。武北许多村落宗族的祖训家规往往注重教 
 
      化与惩戒并重的原则，源头村蓝氏宗族的祖训家规就是一例。其祖训家规共１９条，除若干

条属婚丧、节庆、祭祀、成年礼以及待客、待人的礼仪风俗外，还包括教化性和惩戒性两类。  

 
      在蓝氏的祖训家规中，教化与惩罚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包含的范围很广，既引经据典地阐

述世情道理，又用浅近俗语具体规定了违反这些祖训家规的惩罚措施。其中明确规定：“每岁清

明宜录一通，宴会之日命一达士朗诵或可知闻而知戒也。”这是传统武北村落宗族祖训家规的一

个典型，其主旨是要为宗族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确立一个严格的标准。通过一年一度的朗读祖

训家规，村民族众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宗法思想、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的教育。如此潜移默化，使

伦理思想和宗法家规观念深入人心，其中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村民族众日常行为和言论准则。这种

教化与惩戒并重的祖训家规在传统武北村落宗族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透露出传统武北村落宗族处理族众违规及纠纷的若干方式。例如： 
    情节轻微的可“鸣众赔罚”或“当众公罚”，情节较重的由“族众鸣鼓而攻之其罪”或“族众

共攻治之”，情节恶劣的则“一有踪迹败露登时会众打死，不必送官”。这些纠纷基本上都在宗

族内部解决，但对于少数情节特别严重者，也要求“族之长者必须锁解送官惩治”，或“通众必

须擒获送官以禁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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