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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客家村落村际、族际纷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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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客家村落村际、族际纷争处理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二） 

                                                                         
 
 

刘大可 

 
 
 
      如上篇所述，在村落宗族内部如果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或违反族规、祖训家规的行为，可由

族中长老决断和族众约束。那么，不同村落或同一村落不同宗族、同一宗族不同房派的居民之间

发生或大或小的纠纷，又是如何解决与处理的呢？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了解

到，解决这类矛盾纠纷有以下四种主要途径： 

 
      发包  一般适用于案情较轻者。当案件发生后，当事人中的一方，包上一个红包 又称 “茶

礼” ，报告当地的“公亲”，向其说明事由。如公亲认为其有理，即从中进行调解处理，消除

意见分歧；如事情解决不了，公亲就将红包退还。 

 
      这种情况的案件，原则上应使理直者满足其要求，但有时损害轻微，或无法用钱进行估量，

就以罚戏、罚酒席、罚放鞭炮等息事宁人。 

 
      投人与回席 如案情重大，看样子一两个人解决不了，就进行“投人”。所谓“投人”，是

指当事人中的一方备办酒席一两桌，发出红帖，邀请公亲到其家赴宴，以便申述案情。公亲中有

本村本族的，也有外村外姓的。这些公亲听完当事人申述后，即到当事另一方听取意见。如对方

认为自己有理或事情被歪曲，他即进行“回席”，即同样发出红帖，邀请公亲到家，陈述案情，

有的还扩大邀请对象，请更多的人来处理此事，叫“回席并投人”。公亲通过双方摆事实、讲道

理，从中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初步意见，对双方都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三回四转，苦口婆

心，以求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发誓 又叫“赌发誓”  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涉及小事小案，其仪式也比较简单：点上三炷香、一对蜡烛，跪在地上，向天

地神明表明心迹。 

 
      第二种情况是属于大事大案，如重大盗窃案、投毒案、强奸案、谋杀案等。此类重大案件的

发誓仪式就比较严肃、复杂。发誓时首先要把忠诚菩萨 又叫蛇王菩萨、发誓菩萨 请来。然后

写誓词，誓词由双方商定，或由公亲协商而定，誓词中要将发誓双方全家姓名都写上，以便神

鉴。发誓者要将蜡烛染黑，以示黑白分明。发誓的地点多选在河坝上，时间则一般选在初一、十

五。地点之所以选在河坝，一则因为河坝是公共场所，以便通告周知，二则便于让河伯、河神、

水官大帝等神明知道，以便发誓有灵。而时间选在初一、十五，是因为这两天是传统武北村落每

月敬神、烧香的日子，神明更易得知发誓的详情，也使发誓更灵验。发誓者要先烧香、发烛，然

后跪在忠诚菩萨面前宣读誓词。宣誓后，即口咬公鸡头，要一咬二断，使鸡首分身，抛在河里。

旁边则敲铜锣，擂大鼓，气氛十分严肃。发誓结束后，对方要给发誓者“洗嘴”，即付给其公鸡

几斤或猪肉几斤、几十斤，具体数量需事先由公亲协商处断。经过这种隆重的发誓仪式，即使再

大的案情或矛盾纠纷也都一笔勾销了，从此不再追究。此即武北村落通常所说的“千两黄金凭誓

言”。 

 
      投告后局 所谓“后局”，即指“武北团练后局”，也简称为“武北后局”，创设于清代咸

丰二年 １８５２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武平县为防备太平军入境，令全县各地普遍整顿，

建立团练，把全县划为前、后、左、右、中五个练局，其中武北的练局叫“武北团练后局”，太

平天国失败后，武北后局逐渐成为武北的社会活动中心之一和武北地区知名人士集会的重要场

所。武北后局有固定的“尝产”，叫“崇文尝”、“文课尝”，其收入用于奖励取得秀才、贡生

等功名的人，后来奖励中学生、中专生、大学毕业生。武北后局还经常受理民事纠纷案和较小的

刑事案。审案的公堂就在“三圣阁”楼厅里。有一个“长关会”的组织，制定了一整套“乌

法”，用于调解纠纷，审理案件，维护地方秩序。 

 
      发包、投入、发誓在传统武北村落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维持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这其中，公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公亲的

处断具有如此强大的效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古代社会，这些公亲的调处职能得到了官方或明或暗的维护，因为告上官府的诉

讼，地方官在接受诉讼状之后往往将案件批回，最后仍以民间调处的方式解决 详见下文 。即

使不经批回程序，公亲的裁断也常常成为地方官判案的基础。 

 
      第二，根据约定俗成的规定，理亏的一方如不执行公亲的处断，有理的一方就可以采用以牙

还牙的报复手段。而这种报复手段并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所以，当事人为了息事宁人，一般都

能严格执行公亲的处断，从而了却纷争。 

 
      第三，各村落、宗族都有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或宗族的族规和祖训家规。公亲处断的依据也

往往是这些乡规民约、祖训家规，当事人如不执行公亲的处断，即是违背乡规民约、祖训家规，



势必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舆论的谴责。在封闭的村落社会里，社会舆论的压力即是一种很大的惩

罚，一般人是不敢冒险一试的。 

 
      第四，公亲是村落社会中的民间权威，往往比较公道，具有一定的声望。当事人如不执行公

亲的处断，就很容易陷于孤立，而且日后若再有其他纠纷发生，也不会有人帮其处理。因此，一

般人是不会漠视公亲的处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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