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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研究现状述评

随着中国法制史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传统
中国社会秩序实现的研究。也就是说，要想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法律与当今社
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法律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不仅要立足
于国家颁布的正式法律，更要关注这些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运行实效，在不
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律观念以及民间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和这种纠纷解决
机制与国家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研究视角不能触及这些领域，
那么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就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传统中国法制的本来面目。
在清代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民事纠纷解决是其重要的研究部分，而
作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一的民间调处也就自然为研究者所关注。

有关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就笔者在当前通常条件下
所能触及到的材料来看，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在研究其他主题的论著中涉
及民间调处、对民间调处进行概括性研究的单篇论文和数篇硕士学位论文。
在对已有民间调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梳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有清代乡
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现状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相关研究专著中涉及民间调处的分析
有关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一些学者在研究其他专题的著作

中有所涉及。这些著作因为研究者选择研究主旨的原因而没有对此领域进行
专门系统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对这些
研究成果的梳理同时也是本领域研究无法绕过的。从目前来看，对民间调处
的关联研究主要在以下领域中涉及。

首先，是清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中涉及民间调处。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
果有：张晋藩的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
《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① 等，在这些著作中的传统中国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方
式研究中阐述了民间调处。张晋藩认为：传统社会中的调处形式一般分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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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中华法制文明的
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版。



县官府调处、民间调处两类，其中民间调处又主要分为宗族调处与乡邻调处，
而宗族调处则是民间调处中最重要的环节。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乡规民约和
宗法族规，为民间调处提供了广泛的依据。对民间调处的社会作用，张晋藩
认为，清代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知利用民间势力调解息讼，

有助于排除衙门的威吓，衙役的勒索、刑具的恐吓、程序的繁琐与文书的困
扰。然而，调处的目的是注重息事宁人，而淡视是非曲直，忽略查明民事纠
纷的事实真相，常常借势压服一方，损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因此，调处息
讼的结果往往体现的是国家、宗族的意愿，而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由此在
民间滋长了普遍的畏讼、厌讼心理，使民众缺乏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意
识。郑秦在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① 和 《清代法律制度研究》② 两书中也
谈到了民间调处。郑秦把民间调处称为 “乡里调解”，包括邻里、保甲、亲族
调解等诸多种类，并认为与诉讼案件相比，有更多的民事纠纷没有提起诉讼
就已经在乡里中调解了，它是一种非诉讼程序的调解。民间调处的形式多种
多样，没有法定程序，因各地民情风俗习惯而异，因调解人的身份地位而异，

调解的处所或是祠堂公所，或是田头村舍。对民间调处的作用认识上，郑秦
认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讲，实行调解民间纠纷的做法使当事人有可能减少某
些拖累，少受讼棍等人的欺诈勒索，或许有可能使纠纷得到较为 “公正的”
解决，但是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由于亲属身份的尊卑、宗族支派的远近、门房
的强弱、嫡庶的差异以及姓氏大小、人口多寡、文化教育、与官府权势的结
交等等情况都会造成当事人在调处中的地位不平等，调处可能的偏袒性甚至
强制性是显而易见的。张兆凯的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③ 中专门列有 “明清
的调解制度”，他认为调解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成为解决纠纷常用的基本手
段。清代调解分为乡保调解，族长、亲友、乡邻、缙绅调解等。按照清代法
律，乡保有权调停有关家庭关系和不动产纠纷；族内纠纷一般先由族长剖决
是非，并且族长的调解带有一定强制性；亲友、乡邻、缙绅的调解，或基于
亲情友情，或基于威望，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作为一种
诉讼分流方式，调解既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也实现了减轻官府负担的功
能，对维护传统社会的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清代社会宗族结构、宗族法规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民间调处。众
所周知，清代社会中宗族组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其对社会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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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张兆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版。



维持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宗族组织在解决清代民事纠纷方面
所扮演的作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朱勇的 《清代宗族法研究》、① 费
成康主编的 《中国的家法族规》② 等。这些著作对清代宗族、家族组织以及家
法族规在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对宗族
调处进行了分析。例如，朱勇认为：“宗族法对于族人的言行举止各有限制性
的规定，族人若有过犯，首先必须经宗族机构根据宗族法处理。这样，一大
部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都在宗族内部解决……可见宗族组织在处理纠
纷、案件中所起的作用。”③中国社会从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十分重视血缘关系在
社会组织、社会秩序维持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认同家族家长、族长自主的
治家之权，允许他们代行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能，以家族为核心制订的家
法族规是封建社会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许多宗族法规规定：“如族
中有因口角细故及财帛田产至起争端，妄欲涉讼者，家法必先禀明本房房长
理处，或理处不明方许伊赴祠禀告祖先，公议其是非，令其和息。”④

第三，是其他社会领域研究成果中涉及民间调处。例如，清代工商业行
会、行帮组织通常采取由会首等调处方式解决涉及行业内部的纠纷，因此，
对清代行会、行帮的研究成果也就自然会涉及行会、行帮调处。王日根的
《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⑤，专门对会馆、会社、商业与民间社会秩序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这些行业组织在解决行业内部纠纷、维持一定均
衡的竞争秩序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孙丽娟的 《清代商业社会的
规则与秩序》⑥ 也对行会调处职能进行了阐述。梁治平的 《清代习惯法：社会
与国家》⑦，通过对清代民间习惯的梳理以及对清代民间社会的社会秩序的分
析，认为习惯法在调整民间社会、解决民间纠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在
对清代社会秩序形成的分析中涉及对民间调处的考察。利用档案材料与民间
契约文书对传统社会基层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研究的方法近来逐渐受到研究
者注意，其中利用徽州文书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可说是这种
研究方法的代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韩秀桃的 《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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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朱勇：《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３４页。

出自浙江萧山的 《朱氏宗谱》，摘自张晋藩的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二版），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７页。

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版。

孙丽娟：《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解决》① 较具代表性，该书从民间的视角、家族的办法、官府的考虑三方面对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进行分析，展现了明清时期徽州社
会纠纷的解决场景。由于作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明代，因此，对清代部分的
研究着墨较少。除了法学、历史学以外，清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实现
与维持也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关注点，并有不少研究成果问
世②。这些著作分别从乡村结构、民间权威、仪式等研究视角对乡村社会的秩
序、纠纷的解决进行了分析，其中也涉及清代民间调处的研究。

（二）对清代民间调处进行研究的相关论文
以论文形式对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

如下一些：赵连峰的硕士论文 《清代民间调解探析》③，该文分为两章：第一
章考察了清代民间调解的类型，认为清代民间调解分为三类，即乡保、甲长、

坊长主持的调解，族人、亲友、邻居主持的调解，中人主持的调解。作者认
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民间调解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对不同性质的纠纷起到解
决作用，清代民间调解已出现类型化的倾向。第二章论述了清代民间调解的
生存空间，分别阐述了民间调解的有效性与局限性、民间调解与民事诉讼之
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清代民间调解被运用于解决几乎所有民
事纠纷，而且每种类型的民事纠纷都由相对固定的调解者予以处理，民间调
解在防止争端范围扩大和有效遏制冲突升级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但
是，民间调解类型化倾向并未促使其由近似自发的状态转化为一种制度，很
大程度上这种运作模式还是出于习惯的做法。该文是近年来对清代乡土社会
民事纠纷民间调处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运用清代档案、契约
文书等资料对民事纠纷民间调处做了实证性的分析，展现了清代不同类型的
民间调处的特征。当然，限于篇幅，该文对清代民事纠纷民间调处还只是做
了初步的研究，许多方面还有待近一步充分，理论分析尚欠深入。此外还有
陆娓的硕士论文 《明清乡里调解制度研究》④ 也对此主题进行了相关论述。春
杨的博士论文 《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及其变迁———以徽州私约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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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赵旭东： 《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

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

赵连峰：《清代民间调解探析》，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藏。

陆娓：《明清乡里调解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硕士学位论文。



的解读》①，该论文分为五章，分别论述了传统社会纠纷调解的社会条件和思
想基础、民事纠纷调解的类型和方式、晚清乡土社会民事调解的依据、当代
中国农村的纠纷调解和传统纠纷调解对构建我国和谐农村的意义。该文对晚
清民事纠纷调解进行了相关研究，将调解分为民间调解、半官方性质的调解
和官方调处三类，并分别对这三类民事纠纷调解进行了分析。其中，民间调
解方面根据调解主体的不同将其分为宗族调解、乡邻亲友调解、中人调解、

乡绅调解四类。春文以徽州私约为对象对晚清民事调解进行了深入分析，揭
示了晚清民事纠纷调解的基本类型以及调解依据，不过，由于该文研究主旨
并非专门针对民间调处，因此，对民间调处方面的阐述、分析也就自然无法
充分、全面。

近年来对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单篇性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广安、李存捧的 《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该文
将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调解分为宗族调解、亲友调解、邻里调解、乡里调解和
行会调解几种类型，并认为在官方倡导和支持下，明清时期的民间调解已向
制度化方向发展。② 胡旭晟、夏新华的 《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
视》，该文考察了传统调解制度的历史源流、运行机制、调解的基本原则及精
神，指出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是以孔子的 “仁学”体系为坚实基础，董仲舒以
后的 “德主刑辅”正统政治法律理论更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点。从观念
层面来看，调解乃是中国古代以 “和”为美德古典审美意识与 “和为贵”的
传统社会观念在法律诉讼领域的折光。不过，该文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进行
的文化考察是从调解制度整体出发进行分析的，其中涉及民间调处的内容不
多。③ 孔祥雨、张秋敏的 《清代调处制度》，该文对清代调处制度的范围、形
式以及调处制度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④ 刘婷婷的 《浅议清代的调解制度》

一文分析了清代调解制度的历史成因、运行机制，认为儒家的 “无讼”思想
与宗法社会结构是调解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清代的调解分为民间调解与官
方调解，并以宗族调解为例分析了清代民间调解的运作机制。⑤ 除了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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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杨：《晚清乡土社会的民事纠纷调解及其变迁———以徽州私约为起点的解读》，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２００６年博士学位论文。

刘广安、李存捧：《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载于刘广安著的 《中华法系的再认识》，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

胡旭晟、夏新华：《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载于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孔祥雨、张秋敏：《清代调处制度》，载于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刘婷婷：《浅议清代的调解制度》，载于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清代调处制度的论文外，在有关清代纠纷解决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一些涉及民
间调处的内容。例如：曹培的 《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该文对州县民事法
律关系与民事诉讼组织，州县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中调处的使用以及民
事审判的指导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① 左卫民等的 《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
机制研究论纲———以明清为契入点》②，该文将明清时期纠纷解决方式分为民
间解决、官方解决并对州县衙门审判制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传统社会纠纷解
决机制的特征表现为国家解决与民间解决相结合，纠纷解决方式与解纷主体
多元化、追求化解平息纠纷，以息讼为首选目标等方面。段自成的 《明清乡
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原因》③，该文对明清时期基层乡约一职的司法职能进
行了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里乡约承担着调处民间纠纷、调查取证和勾摄人
犯等任务。乡约调处的民间纠纷主要分为诉讼外纠纷、诉讼内纠纷和约际纠
纷并对乡约具有司法职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中生的 《凭族理说与全族谊：
宗族内部民事纠纷的解决之道》一文以安徽黟县汪氏族内店屋互控案为例，
对族内民事纠纷的凭族理说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凭族理说是解决族
内民事纠纷的可行方式。④ 陈亚平的 《１８～１９世纪的市场争夺：行帮、社会
与国家》论述了清代基层组织在社会秩序维持中的作用。⑤

除了中国学者外，国外学者对清代法制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国外学者
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运用相关理论来研究、阐释清代法制，这些研究中也包
括了对清代民间调处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杰罗姆·艾伦
·柯恩的 《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该文对清代调解做了一番勾勒，作者认
为在中国２０世纪现代化的前夕，大多数纠纷是在地方团体内部解决的，通过
各种 “调和人”对纠纷进行让步、妥协等方式进行调解。调解的范围包括家
庭内部纠纷、族内争端、村庄内部的争端、行会内的争端，作者还进一步分
析了导致这种现象的思想观念与实际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⑥ Ｓ．斯普林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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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载于 《中国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左卫民等：《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以明清为契入点》（上、下），载于 《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和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段自成：《明清乡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原因》，载于 《史学集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胡中生：《凭族理说与全族谊：宗族内部民事纠纷的解决之道———以清光绪年间黟县宏村汪氏
店屋互控案为例》，载于 《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陈亚平：《１８～１９世纪的市场争夺：行帮、社会与国家》，载于 《清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美］杰罗姆·艾伦·柯恩：《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王笑红译，载于强世功编的 《调解、

法制与现代：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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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清代法律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①，该书对清代宗族、行会组
织以及地方领导在处理基层纠纷中扮演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中涉及民间调
处解决民事纠纷的内容，作者认为这些社会组织、个人通过内部规则解决组
织内产生的纠纷，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谈到国外学者对清代民事纠
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时，就不得不提到日美学者关于清代民事诉讼与民间
调解的争论。日本方面以滋贺秀三②、寺田浩明③等为代表，通过对清代州县
官员进行的包括刑事与民事在内的审判制度与西方近代审判制度的比较，他
们认为清代州县审判并不属于司法而是属于行政，即 “作为行政活动之一环
的司法”，其中，民事审判——— “听讼”案件的处理实质上不是审判或判定，
而是调解的一种，即 “教谕式的调解”。美国学者黄宗智通过对巴县、宝坻、
淡新三地的清代司法档案所做的研究，认为清代社会基层纠纷的解决方式有
民间调解、国家审判。黄宗智研究了共产党革命前华北农村民间调解的基本
情况，认为因契约责任而起的纠纷，通常由中间人进行调解；家庭和邻里纠
纷则通常由族长或社区领袖来调解，在纠纷的调解中调解人始终是以妥协为
主导原则。接下来，黄宗智运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 “国家—社会”二元研究
范式来研究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清代民间纠纷的解决是在 “国家的审
判”和 “民间的调停”之间的 “第三领域”里得以实现的观点。此外，黄宗
智通过对清代宝坻、巴县、淡新三地档案的研究，认为清代民事调判制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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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Ｓ．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律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张守东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中国法文化
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清代
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载于 ［日］滋贺秀三等所著的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
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姚荣涛
译，载于刘俊文主编的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 《法律制度》，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
《诉讼案件所再现的文书类型———以 “淡新档案”为中心》，林乾译，载于 《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日］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对 “法”的理解》、《明清时期法秩序中 “约”的
性质》、《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于 ［日］滋贺秀三等所著的 《明清时期的
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关于清代听讼制度所见 “自相矛盾”现
象的解释———对黄宗智教授的 “表达与实践”理论的批判》，邓芙蓉译，载于 《私法》第４辑第２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中国清代的民事诉讼与 “法之构筑”———以 〈淡新档案〉的一个事例为
素材》，李力译，载于 《私法》第６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关于清代土地法秩序 “惯行”的
结构》，王莉莉译，载于刘俊文主编的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清代民事审判与西欧近代型的法秩序》，潘健译，载于 《中外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２期；《关于
清代的民事法》，范愉译，载于 《学人》第十五辑，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清代民事审判：性质
与意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王亚新译，载于 《北大法律评论》，１９９８年第１卷第２辑。



在两种形式。①

二、选题意义

从以上列举的近年来关于清代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
到清代民事纠纷民间调处已经日益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
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迄今为止对清代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还处于初
级阶段，还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现有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讲还
处在比较分散、零碎的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在研究内容上，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侧重于传统民间调处的历史沿革
梳理，而直接以清代民间调处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考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无
论是长篇论著还是单篇研究论文都表现出了这一特征。即使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民间调处的分析几乎都表现为通论性阐述民间调处的类型、民间调处的社
会文化因素以及民间调处的作用。由于是通论性研究，因此，研究成果多仅
仅停留在对整个调处类型 （民间调处、官府调处）、调处原则进行简单的描述
而少有更深入的分析。对诸如清代民间调处的概念、民间调处的参与者、民
间调处的依据、民间调处结果的执行、影响民间调处成败的相关因素等方面
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使得目前有关民间调处研究成果多
为宏观性的描述介绍而少有深入分析。即使有少量论文是以清代民间调处为
研究对象，但限于文章的篇幅都表现为概括性或 “浅议”、“小议”类特征。

（２）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对清代民间调处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研究材料选取方面主要依靠清代官方法律、宗族族规、官员官
箴，② 而对清代司法档案、民间契约文书的利用程度不够，即使某些研究成果
运用了清代的司法档案、契约文书，但由于篇幅与旨趣的原因也只是引用数
条作为辅助性的材料。这种研究方法使得民间调处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来自于
对成文性法律等社会规则的研究，而忽视通过司法案例、民间实际解纷记录
来分析认识清代的民间调处。瞿同祖先生曾言：“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
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
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
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
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

·８· 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机制研究

①
②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黄宗智在对华北乡村的民间调处研究中运用的是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并借此来说明清代的民间调处的状况。



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
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① 因此，在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
处的研究中，如若仅局限在成文性规则而忽视对实际事例的分析，那么必然
使得研究结论片面化。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与模式，每位学者总是
从自身研究兴趣与喜好角度出发展开研究，而这恰恰表现了学术研究中的个
体独立性，并且只有坚持这种学术研究自由、包容，才可能真正实现学术研
究领域 “百花齐放”局面，因此，对于本书前面所论及的研究成果，笔者不
敢妄加评议。从笔者个人能力与研究旨趣而言选择 “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
的民间调处研究”作为本书的研究选题，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选择清代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清代
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在传统 “中华法系”的架构中，清代
法律算得上是集大成者。一般来讲，相对于其他封建朝代，清代法律已日臻
完善。另一方面，从清代中晚期开始，随着 “西法东渐”的影响，传统法制
逐渐走向解体从而开始了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时至今日，中国法律现代
化进程依旧仍在进行，因此，清代法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处在上承传统下启
现代的环节，而这对笔者来讲更加具有时代意义。

其次，选择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的民间调处作为研究对象也出于如下
一些因素。中国传统民事法的研究向来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弱项。从目前
可以接触到的关于中国传统法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 “刑法史”、 “行政法史”、
“诉讼法史”、“司法制度史”等领域，而对中国传统民事法律进行系统研究的
成果却相对较少。② 因此，选择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的民间调处进行研究也
就有弥补这一欠缺的意义。

第三，社会纠纷的解决对任何社会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如何实现社会
纠纷的有效解决也是法制工作者所探寻的一项重要课题。历史与现实是紧密
相连的，对历史的思考也许会给我们提供现实问题的答案。通过对清代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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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 “导论”，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目前对中国传统民事法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张晋藩的 《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张晋藩的 《中国民法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叶孝信的 《中国民法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孔庆明等的 《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郭建的 《中国财产
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国外学者有：［日］滋贺秀三的 《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这与数量庞大的 “公法”类研究成果相比，确实是数量很少。梁治平曾认为，“在
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当中，对于习惯法乃至一般所谓 ‘民法’的研究向来都是非常地不够，这种情况的
造成，与其说是因为材料上的欠缺，不如说是出于传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载于梁治平的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之 “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页。



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笔者希望可以从其中找寻出某些纠纷解决途
径，或许这些民事纠纷解决途径可以对当下的法制建设提供某种历史性的借
鉴思考、启示。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选择以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的民间调处作为研究
对象，分析、研究民间调处在清代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中起着何种作用，民
间调处如何来维持清代民事法律秩序，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之间有着怎样的
联系。也可以说，通过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来理解清代民
事法律。对历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过去，但是，对过去的认识本身并
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还原、重建过去，而应该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把握现在
与未来为目的。笔者对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如果能够对
当今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认识和启示的
话，也就是本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三、选用的基本文献材料

（一）清代遗留下来的司法档案
清代遗留下来数量可观的司法档案，这些司法档案中，特别是州县司法

档案涉及大量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内容，从这些州县司法档案中可以获得民
间调处的大量资料，同时，这些司法档案还记录了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之间
互动的线索、信息。因此，对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首先就
是要对这些司法资料进行充分的利用。本书利用的司法档案主要有：四川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上、下），档案出版社出版的
《清代巴县档案选编》（乾隆卷），齐鲁书社出版的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浙江黄岩诉讼档案》；此外，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清代乾隆
刑科档案编辑而成的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
争》两书中也有不少有关民间调处的资料。

（二）清代遗留下来的民间契约文书
除了清代档案资料之外，民间契约文书是本文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清代民事关系中当事人通常要订立契约、合同等书面文书，这些文书记载了
当时民众进行民事交易的全过程，特别是其中的解纷合同直接反映了纠纷当
事方进行纠纷解决的过程和解决结果。此外，还有一些契约本身就是民事纠
纷解决的记录，如服约。因此，清代民间契约文书对理解民间调处具有十分
明显的重要意义。本书使用的民间契约文书主要包括了王钰欣、周绍泉主编
的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安徽博物馆编的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
资料丛编》（第一编），张传玺主编的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江苏省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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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陈显远编的 《汉中碑石》等。
（三）清代州县官员的官箴、判牍集、文献集
清代不少州县官员往往会将其任职期间的一些案件、判牍、文集汇编成

书，这些文献记录了州县官员处理民事纠纷的态度、措施以及对民事讼案的
处理结果，通过这些文献可以了解民事诉讼与民间调处之间的联系、州县官
对民间调处所持的态度。本书使用的官箴、判牍集、文献集中主要有以下几
种：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的 《官箴书集成》（１～１０册），郭成伟等点校整
理的 《明清公牍秘本五种》、《历代判例判牍》 （１～１０册），陈全伦等主编的
《徐公谳词———清代名吏徐士林判案手记》，樊增祥的 《樊山政书》、 《樊山判
牍》，蓝鼎元的 《鹿州公案》，丁日昌的 《抚吴公牍》、《藩吴公牍》，贺长龄编
纂的 《皇朝经世文编》等。

（四）清代各地地方规则、民事习惯、宗族族规的文献资料
清代各地的地方规则、民事习惯以及宗族族规在解决民事纠纷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它往往是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依据，因此，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是
我们了解清代民间调处不可或缺的资料。虽然其中有些文献形成时间较晚，
如民事习惯调查是在民国时期才编纂而成的，但是，“由于这些文献仍被认为
残存着浓厚的传统性的要素。通过与古代的资料相照应，只要注意把这些文
献中什么是传统性的要素慎重地识别出来，自然就可以当作极为有用的资料
加以利用”①。本书使用的这类文献主要有：胡旭晟等点校的 《民事习惯调查
报告录》（上、下）、施沛生编的 《中国民事习惯大全》、彭泽益主编的 《中国
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下），而清代宗族族规则主要取自费成康主编的 《中
国的家法族规》、朱勇的 《清代宗族法研究》等研究成果。

（五）其他大量的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参考文献
任何研究者的研究总是要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的，因此，对与清代乡

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将予以充分地吸收。具
体包括有：有关中国古代民事法、诉讼法、民事习惯的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成
果，有关中国古代契约研究的成果，有关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
究成果，有关民事纠纷调解的研究成果等诸多方面。

四、研究问题的方法

对于研究者来说，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是由研究者的研究旨趣与研究目的
所决定的，因以，不可能要求所有研究者按照同一个研究模式、运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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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同一法律现象，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会使
研究结论表现出各自的差异。就研究方法本身而言，我们无法区分谁优谁劣，
而只能就具体情况谈论哪种方法更为适合。不过，研究方法选择得适当、正
确与否，对研究者来讲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适当的研究方法、分析
角度可以使研究者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本书而言，笔者认为在清代乡土
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方法选用上应该注意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语境视野
所谓 “历史语境视野”，是指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应该始终坚持将研究

对象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里进行分析，而不能够脱离当时的社会大背
景。本书在对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中坚持 “历史语境视野”的研究进路，也就
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尽量用当时人的思维来分析、认识问题，避免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具体来讲包含以下几方面：

１．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进行资料的梳理
法律史研究的基础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只有在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之

上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最接近全面、真实的了解，因此，在清代乡土社会民
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中对有关民间调处史料的收集、整理就成为研究工作
开展的第一步。

２．慎重选择概念、解释模式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运用现代法学解释传统中国法律存在必然

的困境，然而在当今的学术现状下却也难以找到另外一套有效的分析工具进
行代替，这也导致我们在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中无可避免
地要使用到现代法学的概念、理论。不过，在使用这些概念、理论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１）选择具有包容性的指称概念，即这些概念表达的内涵既可以为一般
学者接受，同时这些概念也不具有某种特定的学术涵义，它们可以由作者赋
予一定的学术内涵。例如，我们可以使用“民事法律”代替具有权利涵义的“民
法”，用“调处”代替具有相同涵义的“调解”。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达到表达、交
流的目的，又可以避免因为使用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引起的误解。

（２）在不影响理解与学术交流的前提下，在借助现代法学概念进行描述、
分析的同时，尽可能地运用传统法律中的固有概念。历史研究好比同过去展
开思想对话，在此过程中如果不尽可能地采用古人的话语、思维进行，则我
们同过去之间的对话就极可能会产生 “南辕北辙”的效果；同时，传统法律
的某些概念在现代法学中也无法找到与其涵义完全对应的概念。基于以上考
虑，在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的研究中，笔者在不影响意思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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