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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

常 建 华

宗族是巾国古代汉族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
,

国家政权局宗族组织的关系
,

在中国历史上

占夜重要地位
。

清代乾隆朝曾有较大规模治理宗族的实践活动
,

对此进行探试 不仅有助于

我籽加深对宗族组织和清政权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
,

而且对了解搜代社会也有所榨益
。

对宗族惩治族人权办的讨论

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
,

在清代顺治
,

康熙时期
几

是违背国家从规的行为` 到雍正帝

时
,

则得到了法律公开的承认
。

雍正五年
,

江西永新县发生了朱伦三局库致死其屡沈犯窃的

弟弟的案件
,

刑部认为朱伦三应处于流徙的形罚
。

雍正帝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他认为
“

从来凶悍之人偷窃好究
、

估恶不俊
,

以致伯叔兄弟重受其累
,

本人所犯之罪
,

在国法未致于

死
,

而其尊长族人药除凶恶
,

训诫 子弟
,

治以家法
,

亦是惩恶防患之道
,

情非己得
,

不当拟

以抵偿
” 。

将朱伦三的流徙罪宽免
。

、

并建议
: “ 嗣后凡遇凶恶不法之人

,

经官惩治
,

估恶不

俊
,

为合族所共恶者
,

准族人鸣之手官
,

或将伊流徙选方
,

以除宗族之害
,

或以家法处治
,

至于身死
,

免其抵罪
。 ” ①于是九卿根据皇帝的 旨意

,

定出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抵之例
。

国家承认余族私法葱治族人以致处死的权力
,

表明雍正帝要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
,

把

族权作为政权的支持者看待
。

清政府对族权处死族火的公
,

开承认
,

便得族权膨胀
。

乾隆帝上台伊始; 使对宗族何题高

度重视 、 他说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
、

规条
、

碑记
,

贫人有犯
,

并不鸡官亩或用竹篓沉置水

中 ` 或掘土坑活理致死
。

还勒逼亲属写立服状
,

不许声张
,

种种残恶
,

孩人听闻
。

对此他提

出
“
若果系奸究不法之徒

,

自当呈送官长
,

治之应得之罪
,

岂有乡曲小人
,

狂逞胸眼 ; 草营

人命之理
。 ”

·

要求该省 ` 严加禁止` ②
。

乾隆帝着到族权膨胀的严重性
,

首先在江西省禁止

宗族处死族大
,

说明字他对雍正五年条例的否定态度
。

接着
,

乾隆二年两广总督豁达奏称`

宗族贤愚不` ; 如果恃有减等免抵之例
,

柑习成风
,

族人难免有冤屈者
,

请求腑改
。

而部进

行了讨论
,

认为族大人众
,

贤愚不齐
,

难免冤抑之处
, 一 ` 况生杀乃朝廷之犬权

,

如育不法
,

含应明正刑章
, 。

不宜假手族人
,

以开其隙
。 ”

③于是将旧何删除
。

这一吏改
,

是贯彻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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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族权精神的结果
,

清政府对于宗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

尽管如此
,

乾隆帝仍要求宗族发挥管理族人的功能
。

乾隆五年他针对游氏问题
,

令各省

督抚领导地方官实力稽查
,

凡无所事事
,

不守本业之人
, “

令父兄族党严加 管 束
,

单 丁 独

户
,

令乡保多方化导
,

… … 不遵约束者
,

量行惩治
。 ” ④翌年

,

乾隆帝再次强调了地方官责

令父兄族党对族人游惰习气要严加管束
, “

不遵约训者
,

加以惩治
。 ” ⑤表明乾隆帝承认宗

族除处死之外的惩怡权力
,

仍把宗族看作政权维护地方秩序的助手
。

恢复雍正旧例的呼声仍在继续
。

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镬绪提出
,

如族人有辱身贱

行
,

行站门风
,

送官惩治之后
,

又报复者
,

伯叔长兄虑及后患
,

一时忿激将期功弟妊及绍麻

服妊致死
,

可否仍旧例量行减等
。

杨氏虽建议
“
仍旧照例

”
但其所提情况同雍正旧例有所不

同
,

加上了减等的对象 必须是致死送官惩治之后有报复行为的服内族人的前提条件
,

于是乾

隆帝让刑部议奏
。

该部认为杨氏
“ 是欲惩治凶顽而不知情伪百出

,

转开擅杀之渐
, ”

表示否

决
,

并进一步说明
: “

如果族中有不法之徒
,

察官究处之后
,

仍不悔改
,

反肆横逆者
,

如所

犯系屡次偷窃
,

则除枷杖之外
,

尚有积匪充军之际
,

如系强横滋事
,

则有棍徒挠 害 发 遣 之

例
, ”

不必恢复旧例
,

乾隆帝同意刑部的意见
,

但是又指出
:
如族中有不法之徒

,

经族人察

官究处之后
,

仍不俊改
,

许族人再行鸣官
,

该地方官审明时情
,

如系屡次偷窃或横行滋事
,

按照律例问拟
,

毋得以先经责惩
,

稍为姑容
,

该族人等亦不得籍称公愤捏词陷害
。

” 并令各

地方官
“
通行晓谕

。 ” ⑦这里乾隆帝强调政权要替族权惩治
“
不法之徒

” ,

反对宗族擅自任

意处置族人
。

总之
,

乾隆帝前期对于是否允许宗族处死
“ 族匪 ”

是有争论的
,

赞成者看重的是宗族管

理族人
,

可为宗族除害 , 反对者则强调族法不能超越国法
,

且宗族往往籍族规
,

滥施淫威
。

他们的讨论反映宗族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和破坏社会秩序的二重性
。

乾隆帝取消了雍正五年以

后所赋予宗族的处死族人免抵权
,

尽管在此问题也有所动摇
,

但是最终坚持到底
,

乾隆希望

的是宗族遵守国家的法律
,

在政权的支持和监督之下
,

有限度地管理族人
,

不可我行我素
,

无视政权的存在
。

二 乾隆初年族正制的推行

族正制制定于雍正四年
,

当时清政府严伤力行保甲
,

规定
“
凡有堡子

,

村庄聚族满百人

以上
,

保甲不能遍查者
,

拣选族中人品刚方
,

素为周族敬惮之人
,

立为族正
,
如有匪类

,

报

官究治
,

询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⑧ ” 。

雍正帝设立族正的目的
,

是为了让宗族
“
报官究

治 ” “
匪类

” ,

起到保甲的作用
。

但是乾隆时代推行的族正制
,

并没有拘泥于雍正时代的旧

例上
,

地方官们以此作基础
,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

把族正作为治理宗族的措 施 加 以 实

践
,

已超出了仅把族正制作为保甲制的一部分的认识
。

乾隆朝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
。

这里械斗之风甚盛
,

雍正中期泉

州同安县就发生过大姓李
、

陈
、

苏
、

庄
、

柯合为
“
包姓

” ,

小姓合为
“
齐姓

” 的械斗大案
。

械斗往往是族大丁繁者欺压单寒
,

因此小姓联合对抗大姓
, “

偶 因小故
,

动辄纠党械斗
,

酿

成大案
。

及至官司捕治
,

又曾逃匿抗拒
,

目无国宪
。 ” ⑨乾隆二年

,

福建地方官建议重惩为

首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
,

还提出
:

,

“
泉漳等处

,

大姓聚族而居
,

多 至 数 千 余



丁
,

非乡保所不能稽察
,

是以族长之外
,

设立族正
、

房长
,

官给印照
,

责令约束族丁
,

嗣后请

严行申伤
,

如有作奸犯科者
,

除将本人定罪外
,

其族正
、

房长
,

予以连坐
。

” L乾隆帝同意

实行
。

福建全省推行族正制是在乾隆十三年
,

这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请设族正
、

约正
,

责成劝

导约束福建土豪豢养名为
“ 闯棍

”

的爪牙好勇斗狠和该省的械斗
,

地方官对其考核
。

乾隆要求

按照所议
“
实力行之

”
@ 福建设立族正是为了防止械斗

,

主要职责是管理族人
,

类似保甲
。

乾隆六年二月
,

广东推广了族正制
。

该省多聚族而居
,

各建宗祠置尝租 ( 即祭田 )
,

族

田的一些收入用于械斗
,

许多宗族
“
偶与外姓眶眺小忿

,

通族扛帮争讼
,

一切费 用 取 给尝

租
,

甚致按户派丁
,

雇倩打手
,

鲡酒击不
,

列械争斗
,

狡猾者发 纵 指 使
,

贫 困 者 挺 身 格

斗
” ,

尝租成了组织械斗的经济来源
,

等到械斗酿成命案
, “
则尽人抵偿

,

拨给偿租
,

养其妻

子
,

以故人心乐于从事
。 ”

偿租又成为善后所需的费用
。

即使在本族内
,

也
“
分房角胜

,

嚣

陵成习
,

讼狱滋多
” ,

这种情况
“ 通省皆然

。 ”
为此广东按察使潘思集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

义田法
,

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
,

为族正副
,

管理尝租
,

除了祭祀之外
,

用于救

济族中的鳄寡孤独老弱废疾不能存活者 ; 婚嫁想期
.

丧葬无力者
,

子弟贫不能读书者
。

并用

尝租
“ 设义学

、

资膏火
,

先将岁入租息实数
,

支用条款
,

呈明地方官核实
,

不准侵冒偏枯
,

如有仍为讼费者
,

究处族正
、

副
,

追出讼费买谷
,

增贮社仓
,

以娠乡里
。 ”

@乾隆帝批准该

省
“
详酌而行

。 ”
广东的族正也是为制止械斗而设

,

但采取的是让族正保证将祭田收入
,

用

于宗族赡养
、

救济等公益事业
,

以切断械斗的经济来源的办法
。

对族田的管理
,

参考了江南

范氏义庄的成规
。

江西是乾隆帝初年最注意的省份
。

陈宏谋 于 乾 隆 六年九月上任
,

对江西的宗族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治理
。

陈宏谋的措施与同年七月的上谕有关
,

当时乾隆帝针对广东
、

福建
、

江西

毗连
,

薰染械斗习风
,

号称难治的情况
,

提出械斗乃
“
有关于人心风俗之要务

” ,

要求三省

督抚
“ 时刻留心

,

化导整顿
,

务令循理迁善
,

革其非心
,

倘有估过不俊
,

仍蹈故辙者
,

即分

别轻重
,

置之于法
,

不可宽贷
。
分 0 态度非常坚决

。

乾隆六年十一月陈宏谋颁 《 谕各属登覆

地方事宜 》 的文件
,

开列 32 条
,

有关宗族的内容是
: “

地方强盛大族几家
,

果否奉公守法
’

如恃众不法
,

统众行凶
,

不受铃制之事
,

将姓名地址开具察
。 ” L接着

,

乾隆七年正月他发

布了 《 行查惩治界连闽粤剿悍刁风檄 》
,

贯彻乾隆帝的指示
。

经过陈宏谋
“
留心探访

” ,

他

认为宗族
“ 族众繁杂

,

流弊孔多
” ,

第一条流弊即
“
或恃族人势众以强凌弱

,

打降生事
,

凶

横无忌
, ”

种种恶习始于宗祠
,

又颁布了 《 禁宗祠恶习示 》
,

主张给宗族首领牌照
,

让其管

理宗族
。 “

除公祠之恶习
,

即以收公祠之实效
。 ”

0 因此他发布 《 谕议每族 各设 约 正 》 文

件
,

要属下
“ 悉心妥仪察覆

。 ” L为了搞好调查研究
,

办好此事
,

他于七年七月又以 《 再询

地方事宜谕 》 征求意见
,

并根据
“
各属报齐

” 的清况
,

于同年十月发 《再伤选举
.

族 正 族 约

檄 》
。

当时任江西按察使的凌铸认为尽管
“ 族长

、

房长均为一族之尊
,

于通族之贤否
,

所行

之顺悖
,

耳 目既真
,

稽查自易
,

专以责成
「

,

使之化导于平时
,

约束于临事
,

实为事 简 而 法

周
。 ”

然而
, “ 唯是族长

、

房长
,

皆有一定之分
,

未必尽公正之人
,

且或生长田野
,

礼法未

娴
,

或衰惫龙钟
,

是非不辨
,

强悍者琐裹滋事
,

柔儒者狠鄙无能
,

则又难保其不为滋弊
。 ”

L认为应仿照雍正四年定例
、

另设族约
。

陈宏谋最后的决定
,

据他后来回 忆 是
: “

酌 定 祠

规
,

列示祠中
,

予以化导约束之责
,

族中有 口角争讼之事
,

传集祠正
,

秉公分剖
,

先以家法



劝戒
。

” L另夕卜从道光二年程含章依据陈氏所立条款重新推行族正制来看必
,

陈宏谋实行的
族正制是由余族内娜选举祠正

,

再由州县
“ 查验确是

, ”
给予牌照

。

江西的族正制也是为了

制止健讼
、

械斗
,

但着眼点在于责成祠正管理宗祠
,

国家颁布祠规作为祠正管理 族 人 的 依

据
,

国家承认宗族的审封权
,

家法具有合法性
,

政权通过柯正控制宗族
,

宗族也可凭借政权

的支持
,

强化管理族人的权力
,

祠正的作用是
.

双重的
。

由上可知
,

在乾隆帝杯制宗族势力
,

惩治宗族的械斗
、

健讼的 方 针 指 导下
,

闽
、

粤
、

赣等省地方官
、

为加强对本地宗族的治理
,

导致了乾隆初年族正制的推广
。

这是清代族正制

创立以来
,

最大规模的实践
,

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
,

族正具有的权力
,

江西最大
,

广东次

之
,

福建最小
。

族正制的推行必将给清代的历史和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

三 乾隆中叶时祠堂
、

祠产的整顿与抑制

辅德于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任江西巡抚
,

三个月后
,

便决定对江西宗族的健讼
、

械斗严

加整顿
,

辅德向乾隆帝请求查禁宗褐流弊
,

以清除健讼之源
,

维护社会秩序
。

他说江西
“
各

属讼案余多之故
,

缘江西民人有合族建祠之习
” “

祠堂有费
,

实为健讼之资
,

同姓立祠
,

竟为聚

讼之地` ” 而且
“
所建府省祠堂

,

大率皆推年远君王将相一人
,

共为始祖
。 ”

宗谱
“
亦复如

之 ” ,

于是通擂备属
诊

将荒远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
,

谱并郁正
,

撤回在外府州县 奉 附 的 支

祖
,

废掉宗祠
。

乾健帝看到该折十分欣赏
, ,

当即朱批
: “

识见甚正当之论
,

如所议行
。 ”

@

不仅如此
,

乾隆帝又专门发布上谕
,

指出辅德所讲情况
“ 恐不独江西一省为然

, ”
下令全国

“
各督抚等访属留心稽氛 实力整顿所辖之地

,

如籍端建文府省公祠
,

纠合 匪 类
,

健 讼 挠

民
,

一

如桂西恶俗者 , 一体严行禁治
,

以维风化
,

以正人心
,

毋
,

得仅以文告奉行故事
。

” ⑧

辅德深受鼓励
,

立即
“
实力查办

。 ”
他将奉乾隆帝谕旨的缘由

,

遍行出示晓谕
,

令在所

辖境内逐个宗族伤查木主
)

吊验族谱
。

最后汇总
,

全省有局姓共建者89 祠
,

一族独建者 89 94

祠
,

设有荒诞不经之木主者 17 0柯
,

谱载荒远不经之始祖者i订王6姓
。

辅德下令
“
准同姓共 建

祠
.

内所建木主
,

概令各
,

自撤毁
,

所置田产及祠屋均令自行觅售
, ” “

其荒远不经之木主 及图

像匾联悉行撤回
,

所有谱首
、

谱序荒诞不经之始祖及字样名目
,

一概铲削
,

并毁其版
,

断以

始迁该地及世系分明者为始祖
,

均令另行改正
。

送官铃印发 还
,

遇有 争 讼
,

伤 以 印 谱 为
、

凭
。 ”

必乾隆帝看了辅德的汇报后
,

夸奖他事情办得
“
好严

。

距辅德在江西采取的行动一年半后
,

广东巡抚王检
,

也 因广东宗族的尝租
,

每滋械斗凶

杀之弊
,

请求散其田产
。

王检指出
,

自从潘思集设族正
、

族副以来
,

奉行多年
, “

但该省聚

众械斗之风
,

全未俊改
。 ”

械斗事件中
,

甚至执持鸟枪
、

刀箭等军器
,

而犯案后
,

所举之旗
正

、
一

副 ,
该地方官并未声明究处

。

原因是地方官习尚玩忽
,

其族正
、

族副曾否举报
,

素不经

心
,

未经举报族正
,

自然因循锢习
,

即间或举报
,

而承充之人
, “ 又多系狡诈之徒

,

往往肇

端渔利
” 。

因此
,

他建议祭田在百亩 以上的
,

酌留数十亩供祭祀之需
,

该族选择一安分守己

之人承充族正
,

管理其事
, “
嗣后严禁添积

,

其余所存之田
,

有近年捐置者户仍 归本 人 收

管
,

如系久远流传
,

以及递年租利所置
,

即技其橱族支派
,

均匀散给
。 ” L王检平息械斗的

办法
,

仍寄希望于族正进行
,

但更看重的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
,

将宗族公有土地分散
,

以

根治械斗
。



主检的建议本来是特合乾隆严惩宗族械斗旨意的
,

但是乾隆帝却没有完全推行
。

乾隆帝的

理 由大致有两方面
:

首先
,

认为王检用意特为惩凶息讼
,

但欲预防积弊
,

仓碎地将全省公祠

田乡纷纷查办
,

恐怕地方官奉行不善
,

吏青等借端滋事
,

而族户人等贤否不齐
,

也难免侵渔

争挠之弊
, “ 徒多挠累

” 。

其次
,

他认为建祠置产
,

以供祭祀赡族之资
,

若能安分
,

如范仲

淹义田之制
,

已历数百年
, “ 其遗规何尝不善

, ”
着到了宗族有利国家 之 处

。

于 是
,

采 取

了变通的办法
,

命令
“
督抚严伤地方官实力查祭

,

如有此等自恃祠产厚
,

以致纠合族众械斗

毙命
,

及给产顶凶之事
,

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
,

照该抚所请
,

将祠内所有之田产查明
,

分给

一族之人
,

傅 凶徒知所警寸瞿
,

而守分之善良
,

仍得保有世业
,

以赡族人
,

于风俗人心较有傅

善益
,

不动声色
,

为之以除
,

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
,

伤属一体留心妥办
。 ” L尽管广东没有采

取大规模惩治宗族的行动
,

但是
,

将械斗宗族的祠产分散
,

仍然是十分严重的惩治
。

.

江西
、

广东对宗族的治理
,

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
,

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
、

祠

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的行为
。

清中叶对于宗族的治理
,

打击和抑制了宗族势力
,

对维护社会秩序收到了一定效果
。

以 江

西为例
,

辅德于乾隆三十年死于任上
,

继任巡抚的吴绍诗于乾隆三十二年向皇帝报告
: ` 上年

臣街月放告之期
,

每次收词数十张
,

今年止十余张不等
,

健讼之风似少息
,

聚众械斗之案
,

江西每年叠见
, ’

今岁并无报案
。 ”

@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报告
: “ 江西向多械斗健讼之风

,

年

来命案并无持械凶斗者
,

其教唆讼棍
,

因法在必戒惩
,

亦颇知敛迹
。 ” L可见辅德打击宗族势

力后
,

江西的锢疾健讼械斗
,

得到了医治
。

`

清政府治理宗族的实践
,

也形成了乾隆帝对宗族械斗的基本思想
。

乾隆三十三年
,

他针

对闽省出生的御史张光宪奏请设立大姓族长一折
,

阐述了对械斗的看法
,

他说
,

向来宗族聚

众械斗
,

大半起子大姓
, “

淮在地方官实力弹压
,

有犯必惩
,

以清嚣凌之习
,

政 体 不 过 如

是
。 ”

这是他经验的概括
。

正因为乾隆帝此时以重惩作为处理宗族械斗的出发点
,

所 以对子

设立宗族的首领便不以为然
,

认为
“
若于各户专立族长名目

,

无论同宗莱鹜子弟
,

未必速能

受其约束
,

甚全所立非人
,

必至藉端把持
,

倚强锄弱
,

重为乡曲之累
,

正所谓救弊转以滋弊

耳
。 ” L没有批准张光宪的请求

。

乾隆帝对任命宗族首领制止械斗的怀疑
、

否定态度和重慈

宗族械斗的指导思想
,

对处理乾隆后期的族正和械斗问题影响很大
。

四 乾隆后期衬族正制的看法

乾隆后期清政府在族正问题上曾有过一次讨论
。

这一讨论由办理镇压福建省台湾府林爽

文起义后的善后事宜引起
,

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制止械斗和加强清朝对地方的控制
。

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于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爆发到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被清朝镇压
。

乾

隆帝认为发生这样大的事件
,

同福建的械斗有关
。

在林爽文起义被镇压的前夕
,

乾隆帝分析这

次起义的原因说
: 台湾的纠众械斗

,

皆由这里多系漳
、

泉及广东人在此居住
, “ 里居田土

,

互相错处
,

往往纷争构衅
,

地方官并不实力查办
,

将就完案
,

以致奸民所无做畏
,

此次林爽文等

倡乱不法
,

劫县栽官
,

亦即因纠众倡会而起
。 ” L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

,

乾隆帝又说
: “

福

建械斗之案不一而足
,

该督抚等并不认真 查办
,

遂使奸民无所傲畏
,

肆行不逞
,

酿成巨案
,

总由械斗积渐所致
。 ” 要求借着清军镇压起义

“
兵威震慑

”
之时对械斗

“ 严行查办
,

净绝根



栋
。 ” ⑧而这时正值福建省

“
械斗之风尤炽

。 ”
@ 因此

,

治理械斗问题
,
一

成为林爽文起义的

善后措施和对福建地区的整顿而提上议事 日程
。

当时负责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官员福康安等人议定了台湾善后措施十六条
,

其中有一条是

从严拟定台湾械斗的建议
: “

其起意纠约
,

及杀人之犯
, 照光棍例拟斩立决

,

伤人者
,

从重

问拟发遗
,

乃遵照前旨
,

与盗案一体立限两年
,

侯限满后
,

人知畏法
,

再行声请照旧
。 ” 大

学士九卿等表示同意
,

乾隆帝除同意
“ 照新例严办

”
外

,

还将两年改为三年L
。

由此可见
,

福建械斗的严重和乾隆帝严惩械斗的决心之大
。

新任巡抚徐嗣曾提出了自己治理闽务的方案
。

他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
,

寄希望于族正制

上
,

他说福建多系聚族而居
,

各有宗祠
,

设立族正
,

凡结会
、

械斗等
,

大半由宗族引起
,

青

役往往同犯案者相勾结
,

拘拿甚难
,

而
“
宗祠族正亦多有读书明理安分畏法者

,

其族中匪徒

犯案
,

地方官竟有不事戮票出差
,

但开指姓 名
,

传知族正
,

予以期限
,

彼即行引缚送到官
,

不敢藏匿
。 ”

现酌定章法
,

遍行晓谕
: “ 凡族中举充族正

,

如为匪不法
,

作奸犯约
,

族正不

行阻止举首者
,

分别治理
,

如果教约有方
,

一岁之中
,

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
,

给匾奖励
,

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
,

奏给顶带
。 ”
函徐氏以为宗族势力与吏骨相结合

,

左

右地方社会
,

政府只有依靠宗族才能治理宗族
,

从而保证地方社会秩序
,

.

而且认为族正的成

法还是可行的
,

因此要求扩大族正的权限
。

徐氏的建议遭到了乾隆帝的否决
,

乾隆帝从两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

首先
,

从宗族方

面分析
,

他说
“ 所举族正

,

大半多系绅铃土豪
,

未必尽属奉公守法之人
” ,

他们 或 包 庇 族

人
,

或挟嫌妄举
,

或以衰病者充数
,

滋弊实多
, “ 况地方官拘拿人犯

,

反假手于族正
,

又给

以顶带
。
岂不开把持官府之渐

。

行之 日久
,

将来遇有缉凶拿匪之人
,

必须向族正索取
,

竟与

世袭土司何异 ? 其次 又从地方官方面阐述
,

指出族正俱系平民
,

遇有犯法之事
,

自应责成

地方官认真查拿
, “ 若明假以事权

,

必致倚仗声势
,

武断乡曲
” L

,

何事不可为
,

族正类似

甘肃回族中的阿浑一样
,

聚众滋事
,

用阿浑稽查管束
,

要地方官又有什么用呢 ? 尽管乾隆帝

对徐嗣曾的建议持否定态度
,

但他还是让富有办事经验的阿桂
、

与福建毗连的广东巡抚孙士

毅以及平定台湾曾任闽浙总督的福康安对徐嗣曾的建议提出自己的意见
,

并交军 机 大 臣 覆

议
。

就在乾隆帝对徐嗣曾建议发表看法的第二天
,

乾隆帝看到安徽南陵县族长刘魁一将熄麻

服族弟刘种活埋毙命的案件
,

更坚定了否决徐嗣曾意见的决心
。

他说
: “ 可见各处族正

,

鲜

有奉公守法之人
。

刘魁一不过经管族务
,

已有此等惨杀之案
,

设再明将谕旨
,

责令专办
,

给

以顶带
,

其弊盖无所底止
。

… … 徐嗣曾所见俱错
,

不得以此时业经陈奏
,

率 行 办理
,

致 于

庆
。 ”

@

整顿福建社会秩序引起了族正制的讨论
,

在乾隆帝看来
,

地方社会失控
,

本来就是由基

层官吏失职和宗族势力的膨胀以 及二者的勾结所致
。

因此
,

宗族中选举地方官批准的族正便

靠不住了
,

若再加大族正的权力
,

则更容易使其把持 乡里
。

因此
,

把整顿的希望放在重惩械

斗案上
,

这是他在乾隆中后期的一贯主张
,

而后期则更加重视惩治
。

五 小 结

乾隆帝重视宗族问题
,

在他当政 时期
,

宗族组织发达地区 的 福 建
、

广 东
、

江西等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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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
、

械斗严重
,

影响了清政府的统治秩序
,

他希望治理宗族以平息健讼械斗之风
,

维护正常

的社会秩序
。

乾隆帝对宗族的政策
,

总的来看 以抑制为主
,

也有一定的支持和打击
。

乾隆改变了雍正

时代依靠支持宗族组织为为主的政策
,

停止了其父所定致死族人免抵的法律
,

同时又承认和

予 以宗族管理族人的部分司法权
,

表明了有限度地支持宗族的丰弓蕊八乾隆帝的族正政策曾有

过明显的变化
。

初年
,

他支持在阿
、

粤 石 赣三省推户雍正时开始实行的埃企制
,

地方官员推

行族正制
,

已不仅仅仿照保甲
,

他们赋予族正的缉盗
、

治安等保甲以外的功能
,

使族正具有

管理祠堂
、

族产
、

防止健讼
、

械斗的职能
。

乾隆中叶
,

又支持地方官打击宗族势力的措施
。

此后乾隆帝对进一步推广族正制持否定态度
,

但乾隆帝并没有停止族正制
,

如不断编保甲一

样
,

族正制也屡屡重新执行
,

乾隆帝只想让族正起到保甲的作用
,

而不愿意将其权限扩大
。

乾隆

帝后期
,

认为族正制改变不了械斗
、

健讼问题
,

因此
,

采取了重惩械斗案件以制止械斗的政策
。

对宗族及族正的看法清政府内部并不统一
,

在地方官中
,

陈宏谋
、

郝玉麟
、

潘思集
、

徐

思曾等人是依靠宗族支持族正制的代表
,

辅德
、

王检等则是惩治宗族
、

轻视族正制的代表
;

乾隆帝在前后期态度不一致
,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有所动摇
,

清政权在宗族问题上这种支

持与反对二重性
,

是由宗族组织具有的二重性决定的
。

宗族组织管理族人
,

一方面要求其用

儒家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

处理宗族内部的人际关系
,

奉公守法
,

具有维护宗族及所

在地社会秩序的性质
, 另一方面

,

宗族具有血缘的凝聚力
,

宗族组织要求族人把宗族的利益

放在首位
, ;

绝对服从祠堂
、

族长
、

,

族法的要求
,

有与其他宗族及集团发生矛盾
,

甚致违反国

家规定的情形
,

有 时宗族利益还会同政府发生冲突
,

具有控制和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和违抗政

权的性质
。

这两方面
,

在不 同的时间和地方会有不同的侧童和表现
。

因此
,

支持者往在强调

第一方面
,

反对者则常常重视第二方面
,

,

使政权执行的宗族政策发生分歧和摇摆
。

乾隆时治理宗族
,

惩治宗族械斗
、

健讼的实践
,

对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加强政权对地方社

会的控制
,

起到二定的作用
,

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
。

总的趋势是械斗
、

健讼在乾隆后期有增

无减
,

除了宗族的特性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
首先

,

乾隆朝人 口急剧膨服
,

人均土地大幅度

下降
,

民食严重短缺
,

械斗
、

健讼的原因
,

往往是 因为争夺土地
、

山场
、

水源等所致
,

同时

大量的过剩人口
,

也 “
无事生非

” ,

人 口急增造成空前的社会问题
。

制止械斗
、

健讼
,

解决

不了民食维艰和 t’ 失业
” ,

因而械斗
、

健讼也难以根治
。

其次
,

乾隆中叶以后
, ,

官场 日益腐

败
,

吏治不清
,

清政权的职能削弱
,

地方官纳贿成风
,

对政务不负贵任
,

甚致畏惧和勾结宗

族势力
,

遂使械斗之风转盛
。

《清世宗实录 》 卷 5 7
,

雍正五年五 月李三
.

笼

《清高宗实录 》 卷 1 8
,

乾隆元年五 月丙午
.

《 清朝 丈故通考 》 卷 1 9 8 《 别 四 》
.

f 居高索实录 》 卷 1 2 。
,

化隆五午网六 月友予
.

《清高宗实录 》 券 1 4 5
,

乾隆六 年六 月丙辰
.

余金
.

《 燕朝新语 》 卷 9
.

《上资条例 》 该年
.

下转 96 页 )

①②③④⑥⑥⑦ (



与砖思想第一次付之子实践
;
第二

,

李鸿章

等人的洋务教育活动
,

是 当时的中国学习西

方文化唯一 可以行得通的形式 , 第三
,

李鸿

章等人的洋务教育活动
,

部份地 引进 了西 方

文化
)

培养 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
。

不但把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打开 了一个缺 口
,

成为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开端
,

念 和思 想打破 了一个缺 口
,

而且把传统的观

而这种发展的深

化导致 了后来的政治改革
。

因此
,

我们对李

鸿章的洋务教 育活动应给予应 有 的历 史 地

位
。

①②③④ 张仲礼等 《 国外洋务运动研 究概 述 》
。

《 历 史研究 》 1 9 e s 年第三期
.

⑤ 牟安讼 《 洋务运 动 》 第三节
.

⑥ 陈景篮 《 中国近代教育史 》 第三章第一 节
。

O 《 社会科学 》 1 9 仑 3 年第一期 第 9 2 页
。

⑧ 黄逸峰
、

姜择 《 洋务运动总论 》 《学术 月刊 》 1 9 8 3 年第 1 期
。

⑨⑧ 李鸿章 《筹议海防折 》 《 洋务运动 》 ( 一 ) 第 5 3 页
。

L 《 筹办洋务始末 》 同治朝 卷 5 2 第 9 页
。

@ @⑧ 《 李文忠公全书 》 朋僚 函稿 1 7
、

1 5
、

1 9

⑥L 王也扬 《 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量 变 》 《 历史教学问题 》 1 9 9 5 年第 6 期第 3 。 页
。

O 陈旭桅 《近代史思辫录 》 第 4 8 页
。

( 作者单位
:
西 南交通大学社科 泉 ) ( 责任 编拜

:

王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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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 清朝 文献通考 》 卷 2 3
,

《 职役三 》
。

⑨ 《 清世宗圣训 》 卷 2 6
,

雍正十二牟十 一 片士午
。

L 《清高宗实录 》 卷 4 9 、
花隆二年 八月

。

@ 《清高宗实录 》 卷 3 1 3
,

乾隆十三年四 月
。

@ 《 清高宗 实录 》 卷 1 3 7
。

⑧ 《清高京实录 》 卷 3 2
,

乾 隆元年十一 月
。

⑧ 《清高帐实录 》 卷 1 4 5
,

乾隆六年六 月士 戌
。

⑥ 《清高宗 实录 》 卷 1 4 6
,

乾隆六年七 月 乙五
。

国@ L 陈 汉谋
:

《培远堂偶存稿 》 卷 1 3
。

L 凌海
:

《 西 江视采纪事
·

设立族约议 》
,

载 《 清史资料 》 第 3 样
。

L 《 清经世文编 》 卷 5 8
,

《寄杨朴 园景素书 》
.

⑧ 《 西 江政要 》道光三年 《 民间选之族正劝化章程 》
。

@ 《 宫中档乾隆朝 奏折 》 2 1 挥
,

二十 九年 三 月二十八 日
。

L 《清高宗 实录 》卷 7 0 9
,

乾隆二 十九年四 月庚予
。

@ 《 宫 中档乾隆奏折 》 2 3 解
,

二十 九年十一月二 十七 日
。

⑥L 《 定例江编 》 卷 9
,

《 户例
·

田 宅 》
。

甸 《 宫 中档乾 隆朝奏折 》 2 9 样
,

该年十二 月二十六 日
。

⑥ 《 宫中档乾 隆朝 奏折 》 3 3 辑
,

该年十二 月二十九 日
。

L 公清高宗实录 》 卷 8 1 2
,

乾隆三 十三年六 月庚申
.

L 《 清高宗实录 》 卷 1 2 9 1
,

乾隆五十二年寸 月癸五
。

⑤ 《 清高宗实录 》 卷 1 3 0 3
,

乾隆五十三年四 月 己木
。

L 《 清高宗实录 》 卷 1 3 0 7
,

乾 隆五十三年六 月士子
·

L 《 清高宗实录 》 卷 1 3 0 7
,

花隆五十 三年六 月甲亥
.

匆 《 清高宗实录 》 卷 1 3 2 4
,

乾隆五十四年三 月己 己
。

⑥L 《 清高宗实录 》
.

卷 1 3 3 5
,

乾隆五十四年七 月庚戍
.

@ 《 清高宗实录 》 卷 1 3 3 5
,

翰隆五十四年七 月辛亥
。

画 《清高宗实 录 》 卷 1 3 3 8
,

乾隆五十四年九 月丙戍
。

( 作者单位
:
南开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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