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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传统议榔制度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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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论坛 

 
 
 

布依族传统议榔制度的当代价值 
 
 

 
  查春学 

 
 
      布依族主要聚居于贵州省的南部、西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云南、四川两省的部分地区。在

与其他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布依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自治习惯或方式——

“议榔”制。 

 
      布依族的议榔制度源于其自然崇拜与对金丝榔树的敬仰。布依族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在

布依族的传统文化中，盛行着崇拜自然的观念，多数崇拜自然物，其中主要以敬奉社神、山神、

石神、树神最为普遍。这种多神的自然崇拜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低下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对自然

物的畏惧与崇敬而产生的。而这种自然崇拜反过来又影响了布依人的生产生活习惯，乃至布依人

日常的村寨生活和纠纷处理的方式。 

 
     “榔”，即槟榔树（布依人称之为“金丝榔树”），是一种质地坚硬、生命力强的树种。在

布依族村寨中，一般都有很大的金丝榔树。布依人视其珍贵，敬奉为神。相信在其下，能得到榔

树神的保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布依人在处理村寨内部公共事务时，都要召集全村人到榔树下

商议。例如，处理村寨内部纠纷、村寨共同利益、家族内部事务，抵御外来侵辱，维护本寨生产

与生活的正常秩序，保护本族或本地的公共利益和人身安全时，都要到榔树下统一民意，商议对

策。于是“便产生了家庭议事会，后来发展到以地域为基础的数姓相邻的自然村组成的议榔制，

选举产生榔首或榔头，制定榔规”。 

 
      议榔制度是布依族民间传统的一种自治方式，是相对于国家政治系统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有

着极强的凝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其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制定管理本村或自然村组的规范，这种规



范一旦通过并固定下来就是榔规，是布依族村寨的传统习惯法，具有极强的社会约束力。 

 
      布依族的议榔制度长期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民主制的残余。就原始性而言，一是氏族社会的影

响深远，血亲意识浓厚。议榔是以血亲家庭和部族关系为核心的。二是村寨的公田、公地、公

山、公林、公塘等有相当的比例，村民们在那里共同劳动，其收获物不论大人小孩，人人有份，

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原始公有制的残余仍然存在。三是议榔在制定、执行榔规，祭祀祖先，举行

重大活动之前，都要聚众杀牛饮血盟誓。这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和部落联盟留下的痕迹。四是对

违反榔规者应受什么样的惩罚和怎样惩罚的问题上，如果本人意愿与公众存在争议时，往往由老

摩(巫师) 使用“神明裁决法”裁定。五是一旦通过神明裁决确定了某人为案犯， 往往使用火

烧、水淹、砍手足、活埋、赶出村寨等严酷刑罚。这表现了榔规具有原始习惯法落后和残酷的一

面。 

 
      就其民主性而言，议榔的产生、运作和变动，乃至榔规的制定、修改和执行，都是通过民主

协商解决的。表现为榔头选举都是村寨中民主协商的结果，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本区域的一切重大

事务，没有任何特权与报酬；议榔的各级组织，如榔头议事会、榔头与族长联席会议都一律平

等，榔头之间也一律平等；榔规都是经全体村民协商制定出来的，如果要修改，也必须征得所有

村民的一致同意。 

 
      就自治性而言，“议榔”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调解和处理村寨内部的纠纷和

矛盾，维护治安，保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宣讲榔规；搞好社会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调解

处理有争执的田、土、山、林、河等边界和所有权的纠纷、偷盗纠纷、婚姻纠纷、财产纠纷等；

调解处理违反禁忌事件，有关内勾外引互相残杀事件等。对外则是自治与联防相结合。这里所谓

的“自治”，就是自卫，是为了村寨和民族的安全，自动组织起来，通过立约的方式，团结一

心，共同对外，以解决“内部不和肇事多，外患侵来祸难息”的不安全局面。 

 
      今天，布依族传统的议榔制度虽然与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观念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但是原

始并不意味着野蛮，传统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历史上，议榔制度在维护布依族村寨的正常秩

序、村寨政治民主的生成、国家政治系统对村寨的有效整合、缓冲社会矛盾对国家政权的冲击、

加强布依族村寨的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加强国家政权对民间的渗透与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今天，议榔制度仍然具有特殊的当代价值。 

 
      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  民族区域自治是通过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

使自治权来实现的。因此，加强对布依族传统议榔制度的吸收与利用，是邓小平关于“吸收一切

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的体现，是有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行使自治权的体现， 是传统

与现代相结合的体现。 

 
     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的方式  布依族议榔制度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基层民主自治形式，

对于布依族村寨依法成立的村民委员会将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时，村

民们自然会选举那些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诚恳踏实、办事公道、作风民主、不谋私利的能

人；其次，村民委员会成员之间只有分工、职责的不同， 没有地位上的不平等，不允许有不受规

范约束而享有特权的现象存在，这就充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同时，村民委员会干部在组织管

理，进行决策，办理重大公共事务及公益事业时，必须征求村民的意见、建议，体现村民的利益



愿望和利益要求；此外，村民委员会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尽职尽责，克己奉公，努力为村民多办好

事，多办实事，否则村民们将会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将其撤换、罢免。不难看出，一直

存在于布依族村寨的议榔制度与我们现在实行的村民委员会这种基层民主自治形式并不是相悖

的。我们完全可以继承和发扬议榔制度的优良成份，使之成为布依族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积极因素。 

 
      公民社会的培养  布依族传统议榔制度是布依人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由于其在布依族

的村寨政治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刻影响，布依人可以通过这种政治参与形式逐步学习和接

受被现存的政治体系所肯定和推行的政治信念和规范，获得政治信仰、政治知识、政治情感，形

成特定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模式，从而实现布依族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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