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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纷争处理中的野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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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纷争处理中的野蛮方式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三） 

                                                                               
 
 

刘大可 

 
 
 
      前述种种是传统武北村落纷争处理的文明方式。此外，还有不少依仗人多势众，采取一些比

较野蛮的方法处理纷争，大致有以下两种： 

 
      痛打、扔屎窖、啄镬头。如受害一方房族势力强大，人多势众，且将作案者当场抓获，就会

将作案者痛打一顿，重者致其残废。通奸者、强奸者被当场抓获后，除被痛打一顿外，还可能被

扔进屎窖。而啄镬头，则多是指在男子调戏妇女后，该女子本人或其妯娌婶婆等将这一男子家的

锅、水缸等打破。无中生有地捏造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者，也常常被受诬蔑者啄镬头。将作案

者痛打一顿或扔屎窖、啄镬头后，作案者一般都不还手，受害者过后一般也不再追究。 

 
      械斗。械斗是传统村落社会解决矛盾纠纷的暴力形式。武北不同村落、不同宗族或同一宗族

不同房派之间因人命案、男女关系、坟山风水等原因发生矛盾纠纷后，经过多次调解无效，或当

事人一方拒不执行公亲的决断，或一开始就未经过发包投人、回席等程序，或前述被痛打、扔屎

窖的一方不服，就可能导致矛盾纠纷升级，最终酿成残酷的械斗。当地的械斗大致分为三种类

型，即姓氏械斗、村落械斗、房族械斗。 

 
      湘村、源头两村长达２２年的姓氏械斗就是一例。湘村的西南是本乡的源头村，两村相距五

里。１９１７年夏秋间，源头村蓝姓人准备在龙坑、湘村二村刘姓人共有的始祖祠左面、蛇形祠

前面建房。湘村刘姓人认为，如果房屋建低一点，对蛇形祠、始祖祠影响不大，但如果建得高，

则有碍风水。故湘村刘姓人就此事与源头村蓝姓人协商，希望房子建低一些。但在协商中，双方



口气都很强硬，以致当场关系破裂。源头村蓝姓人不但未将房子建低一点，反而加建了几尺，于

是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后，双方都曾求助于数十里内的同宗叔伯，你杀我一个，我也杀你

一个，杀来杀去，前后共出人命２３条，其中男２２人 双方各１１人 ，妇女１人 系误杀 

。这场姓氏械斗，从１９１７年开始直至１９３８年方告结束，历时２２年。也许是由于双方的

人命损失已大致持平，也许是由于长期的械斗使双方都尝尽了苦果，此后未再发生大的械斗。 

 
      械斗毕竟代价太大，过于残酷，也不能最终解决纷争，正如当地俗谚所说，“打不出头”。

因此，传统武北村落的械斗，绝大多数最后又重新回到调解的阶段。到这个阶段，即使势力强大

的一方有时也只好接受一些屈辱的合约。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残酷的械斗面前，也还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如不得加害于妇

女。在一般情况下，尽管双方激烈战斗，喊杀连天，但妇女则旁若无事，照常劳动，这或许是为

以后的调停留有余地，或许是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械斗，因为妇女往往牵涉到其娘家，加害于妇

女可能引发更多人的卷入。因此，妇女往往成为传统武北村落社会的黏合剂。又如，即使双方激

战时，若看见撑红伞者 调停人的一种标志 前来，也要立即停战，颇有“两方交战，不斩使

者”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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