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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德古”的特征、现状与再造 

  凉山彝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出现,分化出一些以职业为特征的社会阶层,如匠

人阶层、毕摩阶层、德古阶层等等。其中“德古”系彝语音译,其词有三个含义:一个是形容词,是指口才

好,善于演说;一个是名词,指众多的头人议事的场合;另一个也是名词,指口才好,善于演说,知识丰富,智力

过人,懂彝族的习惯法,按习惯法及其案例处理问题,办事公道,能为家支(或地区)解决问题,维护家支的利

益,为家支(或地区)排忧解难,而且作风民主的头面人物。彝谚有“汉区长官为大,彝区德古为大”,一般地

说,德古在凉山彝族社会中取的就是第三种含义。 

  一、德古的特征 

  1、依托家支制度,维护家支利益 

  在过去的彝族奴隶制社会中,没有统一管理凉山彝族地区的政权组织,更没有一套完整的行政官吏制

度,有的只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兹伙(土司)、诺伙(黑彝)是统治等级,曲诺(白彝)、阿加(安家娃子)、呷西

(锅庄娃子)是被统治等级。与奴隶社会相适应,即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联合体,它便是家支,彝

语称为“此伟”,它按照等级可分为“黑彝家支”和“白彝家支”。作为统治集团的“黑彝家支”在一定

意义上起到了履行奴隶制政权的作用,也正是借此来实现维护黑彝贵族血统的纯净和等级特权。因而,传统

意义下的家支带有很强的阶级统治色彩,其组织和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下等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在

经过民改和一系列制度革新以后,它的思想基础仍残存在人们头脑中旧有、狭隘的等级观念和血族观念中,

当然,也自然地遗留在家支头人“德古”的思想意识和日常的事务处理过程中。但是正如彝谚有“猴子靠

树林,彝人靠家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支既执行着政权组织的职能,又是凉山彝

族主要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是支撑该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德古作为每一个家支中的头人或核心人物(当

然其本身也必须是同血缘家支内的成员),不仅是家支制度的维护者,还是凉山地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协

调者,整个凉山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基本上都是通过他们以及其他头人得以实现的。 

  2、通晓习惯法,以“法”办事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习惯法,总称为“节威”,意即“规矩”、“制度”等,它是调节凉山彝族社会公

共行为的法律规范,是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凉山彝族的习惯法更多地沿袭了原始

氏族社会条件下习惯的旧形式,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是凉山地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家支之

间各类纠纷和事务的不成文法。德古便是这一不成文法的执行者和仲裁者。在很大程度上说,德古在凉山

社会中的角色和权威的形成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依存于习惯法以及他们对传统习惯法的掌握和运用。 

  凉山彝族的习惯法内容丰富。它一方面规定了作为政权机关的家支组织的活动规范,另一方面,系统而

具体地规定了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关系。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包括关于继承、租佃、典当、

买卖、债务、婚姻家庭制度等民事方面的习惯法;关于惩罚抢劫、盗窃、杀人及其他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

权利等刑事方面的习惯法;也包括了案件处理的形式和程序及其执行。应该说,彝族的习惯法是包罗万象,

完整而系统的。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彝族习惯法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性和落后性:它严格维护奴隶

主阶级的私有权;公开确认和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公开确认和维护社会成员之间的

不平等;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原始公社若干行为规范的残余。而德古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执行

和应用习惯法,以维护和坚定习惯法的尊严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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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显现,众望所归 

  德古是彝族人民在日常活动中自然产生和形成的,他们不需要选举,也不是加封的,而是得到家支或地

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他们在获取德古角色的过程中,恰恰是符合了传统习惯对其的考验和认可。按

照传统的要求,一个合格的德古必须熟知家谱、习惯条文、谚语、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还要掌握以

前的典型案例,同时必须反应敏捷,口才出众,品行良好,行事公正。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民族文化和习

俗的百科全书,是全能型的管理者。 

  德古一般是家传,很少传外人,而且在传习的过程中,一般只是通过口述和观摩得以实现的,并没有严格

要求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识字的能力。他们的产生必须要通过层层考验,在被认可之前,他们要接受民众对

其基本功的测试,比如要求背家谱以测其熟知程度和反应能力,在测试过程中,他们并没有作任何的准备,很

多时候甚至是在熟睡后被突击检查的;另外,他们也具有一定的观摩过程和实习阶段,在实习过程中他们有

可能被针对性地加以当场测试,以考验其判案能力和其他各种素质。有些德古就是因为在实习过程中的表

现突出才很快地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从而树立权威,有资格被邀请处理其他纠纷。同样,一旦处理问题不

公,或者处理问题失效,道德败坏,失去公众的信任,众人有事就不再找他,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德古的

地位和荣誉。 

   4 地位显赫,却平等相处 

  上面说过,德古在传统凉山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承担了重大的公共事务,是社会事务管理中的重

要一员,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在同一等级中,大小不同的家支的头人是平起平坐的,没有一个统一

的高踞于其他头人之上的头人,尽管他们的威望有范围广狭的不同,所能号召的群众多寡有别,但相互间却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即使在同一家支内部,无论是贫是富,不管是头人还是其他成员,也都是一律平等的。德

古的地位不存在世袭,所谓“老人懂事是德古,其子无才去牵马”,没有当头人所需的才干,头人的儿子也成

不了头人,而即使是才干突出的妇女,也可成为头人;同时,他们也没有固定的俸禄,自身处于边劳作边办事

的生活状态中。 

  二、德古的现状 

  在旧凉山,一般地讲,每个家支血缘集团或某个地区内部都有一个或多个德古。如在民主改革前,越

西、甘洛地区的阿候家共有诺伙约6000人,大小德古便有171名,其中在本家能号召1000户以上的11人,能号

召500户以上的16人,能号召100户以上的66人,其余均为小德古。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德古在旧凉山彝族

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发展,凉山彝族社会旧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和组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家支组织的地

位和作用,逐渐被人民政权及其他社会组织所取代;同样,旧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加

之“文革”时期对德古等特殊阶层的错误对待,德古的数量越来越少,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少,其地位和作用

也越来越低微。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以来,寻祖攀亲现象重新滋长,家支观念重新被强化,社会民众对于

德古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其权威性和协调作用重新被认可。目前,一般来说,在彝族聚居地区,一个村落就有

一两个德古,他们在村落中仍有很大的威望,是民间事务和纠纷的协调和处理者,他们在地方政策的制定、

地方纠纷的处理、地方事务的协调过程中,依旧显示了不可低估的“权威”性和参与性。根据调查,在凉山

地区,特别是在老九县,除了重大的杀人案件以外,当地的其他纠纷,主要是民事、婚姻方面的纠纷90%左右

是由德古来协调解决的。在这些纠纷中,很大部分是民众依据习惯法自愿送交德古处理,一些是因为当地乡

村干部解决不了才邀请或召集德古进行调解的,也有的是经由国家法定程序判决后,行事双方皆不满意又重

新请求德古进行庭外裁决的。而对于一些公共事务,一般的乡村干部特别是资历较浅的年轻干部也会借助

德古的权威和作用来协调处理一些事务。但是显然,德古的权威是直接来源于民众,没有法定效应,再则由

于他们的知识水平低,文化素质(特别是学历)一般不符合类似于国家公务员的法定条件和素质要求,所以,

很少介入政府部门,甚至很少担任村落或社区的某些基层组织的管理员。因而,目前德古参与凉山社会事务

管理的方式基本上是属于非正式性的,他们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与现存制

度和现实不相符合的东西,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凉山彝家德古进行重新审视并作适应性的再造工作。 

  三、德古再造 



  1、角色再造 

  笔者认为,要想充分认识并发挥德古在凉山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首要的任务就是为德古“正名”,

即要重新界定德古的社会角色。一方面,通过对凉山彝族民众及德古本人的教育和培训,破除德古旧有的阶

级痕迹和绝对家支观念,树立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理念和法制观念;另一方面,重新建构德古的社会价值,给予

德古新型的角色认定,把他们改造为协调民族纠纷和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

民间权威。 

  2、职能再造 

  在彝族传统家支制度下,德古的主要职责可以概括为以下:调解家支内部和外部的纠纷;处理家支内部

事务;召集家支会议,届时担任临时主持人;遇冤家械斗时则率领本家支成员进行战斗;在调解冤家纠纷时代

表本家支出席各种对外会议,签订对外协议等。随着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很多社会职责已经失去了意义,也

不在德古的法定权限之内;同时,民族地区也兴起了更多新型而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与职能。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基层组

织中,需要承担的公共事务管理一般涉及公共治安秩序、森林、水源、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人

口政策的执行和户口管理;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建立团结友爱、和睦的人际关系,倡导尊老爱幼;宣

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方针,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制宣传等等。而这些职责的顺利完成和管理的有效进行,

有必要也可以借助德古这一特殊权威的力量和作用,使之在法定条件,通过党和政府相关的指导和培训,积

极、有效、合理地参与民族地区部分公共事务的管理,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可以参与地区决策指导与协

商,村务管理与监督,法院陪审与协助,政策与法制宣传,青少年行为规范与教育,民族文化的汇集与发扬等

等。 

  3、资质再造 

  传统条件下德古的地位和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产生和消失都不经过选举或罢免的程序,也不经过国家

政权机关的任免,他们成为德古的资质要求主要是依据其对习惯法的掌握、运用能力以及他们在处事过程

的公正程度,即民众对其才干和品质的认可程度。诚然,这其中内含着一些积极的民主与公正意味,也产生

了一些有效的管理和协调作用。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想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参与一定

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明确并发挥自身独特的社会职能,必须要严格遵照国家的法制规范,依据法定的程序,

并且还要具备胜任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素质与能力。因而,必须加强对现有德古的法制教育与技能培训,通

过制度安排和不断探索,建立一套使德古能够参与民族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合理的资质标准,科学、民主

的参与方式与程序以及符合德、能、勤、绩等要求的考核标准。 

  4、组织再造 

  旧有的自然形成的德古,仅仅是家支内部的特殊成员,受家支与血缘的制约颇深,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

也没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因而,在现时条件下,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除却原有的年老德古队伍外,

新一代的后备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也必然地存在着组织涣散,队伍凋零的问题。从而,弱化了德古的社会功

效,也增加了对德古队伍的组织管理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组织再造,依据一定的资质要求和

职能分工,对德古进行必要的注册登记,组织法制培训,提高思想认识、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通过法定的程

序,有必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尝试建立一定的由彝族德古构成或参与的组织机构和协会,加强对德古的

培训和管理。 

    ( 郭金云,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姜晓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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