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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苗族国家与法的雏形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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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国上古部落联盟后期曾建立过/ 三苗国0 ,国家和法的萌芽都比当时的夏

族早, 并最先发明和创造了/五兵0和/五刑0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与法的产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苗族的先

民与夏族一起, 在中国国家与法的产生和发展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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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有着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

明。早在尧舜禹时期,苗族先民就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形态。

据5尚书6孔传云: / 三苗, 国名0, 说明其阶级划分和国家雏

形的形成早于夏族。三苗曾加入华夏部落联盟, 苗蛮集团

的祖先曾列入了华夏的帝王系谱。逮至尧舜禹的时代, 三

苗之名赫然在册。根据文献记载, 其父系氏族社会一直处

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最终便以/ 制以刑0、/ 苗民弗察于狱之

丽05尚书#吕刑6, 出现了阶级分化, 以至于有了/ 黎苗之

王0。三苗活跃的时代大体与尧舜禹相始终,而在尧时已强

大到足以与北方其他部落联盟相抗衡 ,可以想象她必然经

历了长期的力量积蓄和早期势力扩张的发展阶段。但/ 尧

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 帝杀之,有苗之民叛之南海,为

三苗国。0(郭璞:5山海经注6)

三苗的刑罚也早于夏族, 传说苗族始祖蚩尤既是战神

也是刑神。上古/ 兵刑同制0 ,刑起于兵。5 冠子#世兵6云:

/ 蚩尤七十(战) 0; 5太平御览6卷 399 引5兵书6 : / 蚩尤之时,

烁金为兵,剥带为甲,始制为兵。0蚩尤又是五刑的创造者。

夏禹时期的五刑,可能先是古苗人所创, 尔后被汉人沿用。

而古苗法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 仅就汉文史料记

载来探索这一问题,无疑有较大的难度。为此,我们试从法

文化学的角度, 结合民族考古学、法律考古学成果及苗族文

化现象来探索古苗国家和法产生的社会背景。为便于探寻

古社会的法文化现象,有必要先概述苗族族源问题。

不少古籍认为苗族与古三苗、九黎及蚩尤有着密切的

渊源关系(如明朝田汝成5炎徼纪闻6和5国语楚语6)。当今

学者(尤其是苗族学者)根据史籍记载, 结合现今三个方言

区的苗族及迁徙史歌,又与苗俗综合论证, 确认现今苗族即

古三苗之裔,三苗是九黎之后, 九黎之首乃蚩尤, 据此, 蚩尤

是苗族先民。[1]这是目前带普遍性的观点。民族源流无疑

存在融合和分流的现象,但可以确定的是, 蚩尤不仅是苗族

的先民, 而且苗族的先民以蚩尤为代表。

国家与法是一对孪生子,而法的出现与私有制经济、阶

级、领土和军事武装等国家雏形所具备的条件有着密切的

联系。对此, 从散见于古籍上的片断记载, 再结合现今苗族

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论证,也不难看出古苗社会法的端倪。

一、三苗时期的经济情况

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和法产生的物质条件。九黎时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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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便去插自家的标P其龙落脚于潭P其虎住扎在岭。0苗族

长期经历为领土和财产激战和痛苦的迁徙的过程, 所以产

生强烈的领地意识。

三、国家雏形

九黎蚩尤时期是古苗人的英雄时代,为了夺取财产而占

领了范围较大的领土。这时, 部落联盟内部已经不完全是本

氏族或本民族的成员了。而是以主体氏族或主体民族为基

础的社会,这里面包括日益增多的其它小部落成员、流民或

俘虏。同时,冶炼技术的掌握使森林的开垦和大面积的耕作

成为可能,生产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城邦的萌芽展

示了开始阶级分化, 这一系列现象使古苗民正向人类社会

/ 第二次大分工0迈进。九黎蚩尤时代, 正是/ 以氏族为基础

的社会和领土与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并存。0 [ 7]这样一种社会

形态。此时, 要维护主体氏族或主体民族的统治地位,他们

对内用自己的武装作为统治的后盾力量,这就形成了他们统

治的强制力,用杀戮或其它强制手段来补充氏族制/ 以善化

民0的管理, / 蚩尤, ,作重刑以乱民, 以峻法酷刑民0, 这就

是他们的/刑0或强制性规范的体现;负责用暴力行为进行管

理的组织,当然就是主体氏族或主体民族的基本社会机器。

虽然当时的主体氏族概念不可能如此明确,一切都可能通过

自己的武装来承担和实现, 但这些内容的出现, 就展示了国

家的胚芽和法的雏形。这就是古苗人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

隶社会行进的交替时期,即从/ 氏族0到/国0的转型。既是主

体氏族或主体民族,又是国家萌芽的基本力量。所以史称不

一, 既称/ 九黎国0, 也称/九黎部落0或/九黎集团0 ;蚩尤既是

/ 九黎之首0, 又称/ 九黎之国君0。

三苗虽然作为/诸侯0 ,但范围之广不在九黎之下, 并且

它内部结构是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水稻等禾类的种植, 标

志着他们进入了文明时代,经济生产已自给自足, 靠夺取外

族的财产和领土的野蛮时代已成为过去。随着生产的发展

和物质的丰富,三苗内部的私有制经济在逐步发展, 阶级矛

盾日趋突出, /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

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0 [2]为了调

和这种矛盾,三苗的统治者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神权和族

权的统治,先宗之庙的出现加强了对共同祖先的祭祀, 并将

祖先加以神化,这是意识形态上软的统治; 二是作为统治阶

层特权的统治(也可称政权的统治) , /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0 ,

这是暴力行为上硬的统治。正如5十三经注疏#尚书#吕刑6

所疏: /三苗之国君习蚩尤之恶, ,而更制重法, 惟作五虐

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 ,苗君久行虐刑, 民惯见乱政, 习

以为常。0三苗之君使用的这两个统治方略, 形成了凌驾于

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0的范围以

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 并且日益同社会

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2] 三苗社会虽属唐尧虞舜/ 摄政0时

的诸侯,但它的社会自成体系, 所以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华

夏族诸帝的统治, 很难鞭及三苗内部。三苗此时名义是诸

侯,实质上是/ 国0的构架。因此也称/ 三苗国0、/ 有苗国0、

/ 兜国0等。

在九黎时期, 其权力机构基本上属于父权制末期的结

构。而三苗国家雏形的统治阶层, 在史籍中出现了明显的

痕迹。所谓/ 遏绝苗民, 无世在下0。疏曰: / 此灭苗民在尧

之初兴, 使无世位在于下国。0 (5吕刑#大禹谟6 )实即为华夏

诸帝不让古苗人所在地方继续扩大自己的实力, 采取/ 遏

绝0。消灭政策的理由是三苗/ 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民弃

不保, ,。0其疏曰: /废仁贤、任奸佞。0 (5吕刑#大禹谟6)这

正说明三苗的统治阶层已不是体现所有成员意志的机构,

同时可看出三苗内部已有自己一套用人的方法来构成统治

阶层。因此我们说 ,三苗社会内部的统治阶层已具雏形 ,并

且它是脱离和凌驾于社会的力量之上, 这种统治阶层给三

苗在内部施用/ 五刑0创造了有力的条件。苗族口头文学也

反映出三苗时期人口密集和生活条件较好的情形, 而无类

似蚩尤那样有影响的人物渲染, 这正好说明其统治阶层已

脱离了众多的基础成员。

王充5论衡6说: 三苗失败后, / 三苗之亡, 五谷变种, 鬼

哭于郊。0 / 龙生于庙、犬哭于市。05竹书纪年6载: / 三苗将

亡, 天雨血,夏有冰, 地圻及泉,青龙生于庙, 日夜出, 昼日不

出。0从这些悲壮惨痛的场面, 可以推想出三苗极盛一时的

社会状况。至此重创后,三苗便分崩离析, 一部分与华夏族

融合, 残部为了生存, 便开始了自己民族命运大迁徙的历

史, 远古苗族法文化因不断的动荡和迁徙没有稳定、集中的

生存环境而走向衰落,在不同支系的苗族社会内部, 法的强

制力也就逐渐以神权和族权的习惯法面目出现, 表现出另

一种法律样态。

四、兵刑同制与刑法的萌生

刑始于兵, 兵刑同制。这是我国法源的历史事实。在

古代部落争战时期 ,谁先有金属冶炼技术, 谁就在战争中获

得绝对优势。5苗族古歌6第一章第一节/ 开天辟地0以后,

其它三节是/ 运金运银0、/ 打柱撑天0、/ 铸造日月0, 都与金

属冶炼有关, 说明苗族古代社会很早就掌握了冶炼技术 ,这

是一个惊天动地之举。如果金属的使用是从外族沿用过来

的, 那么,作为苗族文化资料的5苗族古歌6 , 必定不会用如

此篇幅来大肆渲染。值得一提的是,5苗族古歌6反映了苗

民在吟唱寻找金银的同时,还寻找铜、铁、铅等,具备了冶炼

技术。在古代争战时期, 发明金属兵器以代替石器确属顺

理成章。史载, 最先创制兵器的, 就是九黎之首蚩尤。5管

子6说: / 蚩尤作兵。05龙鱼河图6 : / 黄帝摄政, 有蚩尤兄弟八

十一人, 兽身人语, 铜头铁额,食沙石, 造五兵: 仗、刀、戟、大

弩, 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0所谓/ 兄弟八十一人0 ,

乃八十一个氏族首领;所言/ 兽身0、/ 铜头铁额0 , 当指甲胄

之物。所以, 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 先进入中原地区,

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炎帝族。[8] (P27)在蚩尤集团进

入中原时期, 武器精良, 所向披靡, 于是兼并了不少势力弱

小的氏族部落, 炎帝族作为一支较大的力量也被蚩尤打败。

炎族向黄族求援,遂后/ 黄炎两族开始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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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强大的苗族。0 [8] ( P28)就连黄帝, 也是/ 九战九不胜。05太

平御览6卷十五引5黄帝六女战法6。/ 蚩尤最为暴, 莫能伐

, ,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汤鹿之野, 遂擒杀蚩

尤。0( 5史记#五帝本记6、5史记正义6 )这些记载, 虽寥寥数

语,但要擒杀蚩尤, 决非一年半载之功。最初黄帝是/ 以玉

作兵,0而/ 蚩尤以金作兵0 ,因此/ 技不如人0 ,要师夷之长技

以制之,学习使用蚩尤的兵器, 征师诸侯, 战蚩尤, 其过程须

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其间, 蚩尤集团在中原这块肥

沃的土地上,经济、文化均有一定发展 ,蚩尤的声威当时必

定不在黄帝之下。所以, 在黄帝擒杀蚩尤以后, / 黄帝遂画

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天下咸谓蚩尤不死, 八方万邦皆为弭

服。0( 5吕刑#大禹谟6)

九黎战败后,大伤元气。一部分成为黄帝族的俘虏,后

融合于夏族;另一部分渡河南下, 聚居于江淮一带,称为/ 三

苗0、/ 有苗0或/ 苗民0。5山海经#海经6 : / 三苗国在赤水东

, ,一曰三国。0郭理注: / 昔尧以天下让舜, 三苗之君非之,

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 为三苗国。05史记6又说: / 诸侯

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 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0败退长江

中下游后的三苗,起初也曾臣服为华夏族的部落联盟, 故称

诸侯。后来发展很快, 有较大的实力, 敢对尧让舜之举持

/ 非之0的态度。到虞舜时期,舜仍继续征伐三苗, 其目的在

于/ 遏绝苗民0, 使之/ 无世在下。0 (5吕刑#大禹谟6) 不料古

苗民为了生存, 坚持抵抗, 致使舜/ 道死苍梧0。到禹的时

代,主要战争还是征战三苗。/ 黄帝以下诸帝, 以攻黎攻苗

为主要事业,到禹才完成了这个事业。0 [ 8] (P21)这场争战旷日

持久,历经几百年, 最后以古苗人的失败而告终, 这也是中

国历代统治者自始至终歧视、压迫苗族的历史源头。

在以上诸次战争中, 双方在对敌和治兵方面都使用有

军法刑罚, 此外, 连年征战本身就当与古苗人内部用刑有

关。对此5尚书#吕刑6记载: / 王(周穆王)曰: 若古有训, 蚩

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 罔不寇贼,鸱义奸宄, 守壤娇虔。苗

民弗用灵,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杀戮无辜。爰始淫

为劓、 、 、黥, 越兹丽刑并制, 罔差有辞。0 帝尧正是因为

三苗杀戮无辜,作五种残虐刑罚, 还将几种刑罚施于一人,

不经过任何审理程序就滥施刑罚,才兴师问罪 ,报虐以威。

刑罚起源于战争, 夏族同三苗的战争对中国早期刑罚

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这场战争的原因史家有多种推

测。( 1)/ 弗用灵0, 不敬鬼神,这反映战争发生的宗教原因,

不同民族原始宗教的差异常常引起摩擦以至冲突, / 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0 (5左传#成公四年6 )。这里的/ 弗用灵0是指

不用北方之灵, 朱芳圃先生说: / 三苗不奉羌族宗教。0 ( 2)

/ 制以刑0, 5墨子#尚同中6: /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

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以乱天下, 则此岂刑不善哉, 用刑则不

善也。0( 3)/ 蛮夷猾夏, 寇贼奸宄0。5书集传6曰: / 劫人为

寇,杀人为贼0 , 可见当时的蛮夷各部常常对外进行抢掠。

5国语#楚语6 : / 及少 之衰也, 九黎乱德, 民神杂揉, 不可方

物, ,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0韦昭注: / 行其凶德0或曰复

其/ 弗用灵0之德。说明当时与南方苗蛮毗邻的夏族诸部受

到严重的威胁,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 所以/ 皇帝清问下民,

鳏寡有辞于苗。0( 5尚书#吕刑6)

其实, 导致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当是北方部落联盟的

显贵们对财富和奴隶的贪婪,这使战争不仅不可避免, 而且

获得了新的性质, 并在客观上为统一国家的出现做了准备。

至于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极有可能是苗民出尔反尔, 背叛了

和解的盟约。5尚书#吕刑6说: / 民兴胥渐, 泯泯棼棼, 罔中

有信, 以复诅盟。05论衡#验符篇6 : / 三苗巧佞之人, 或言有

罪之国0。恩格斯曾指出, 史前社会里, 在没有明确的和平

盟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 尧战于丹水

之浦, 以负南蛮0, 战争的结果是/尧, ,窜三苗于三危,0首

开此后大规模窜迁三苗之先河。战争引起双方部落联盟的

重新分化和组合, 在一定范围内新的共同利益在形成; 在另

一些情况下, 新的利害冲突又在产生。此后/ 舜却苗民0 ,

5吕氏春秋#召类6。/舜, ,南征三苗道死苍梧0。5淮南子

#修务训6。继承舜位的夏禹对三苗又起战事。5墨子#非

攻6引5禹誓6 : / 济济有众, 咸听朕言, 非为小子 ,敢行称乱,

蠢兹有苗, 用天之罚, 昔予既率尔群对诸群 , 以征有苗0。

5随巢子6: /昔三苗大乱, 天命殛之。夏后受命于玄宫, 有大

神, 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 司金益富而国

家实, 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民归之, 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

违, 辟土而王0。童书业先生认为禹得天下非因禅让, 实因

伐三苗所致。[9] ( P14)

唐尧、虞舜到夏禹攻击三苗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大

体上可分为尧时进攻, 舜时从相持到反攻, 大禹时获得全胜

三个阶段。[10] (P199) 从刑罚上说, 苗民的五刑对北方部落联盟

也有很大的影响,据5尚书#尧典6和5国语#鲁语6 ,尧时仅有

刑法而未说有五刑, /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0。舜嗣尧位,夏

族尚未进入君夺神权、巫并于官、/ 制刑为法0的阶段, [ 11] (P48)

苗族的五刑还没有在夏族内部施行的社会基础,但五刑的镇

压、恐吓、威慑作用却被夏族统治者所认识到了,便变相采用

其五刑,即只象其刑, 而并不实际施行的方法, 所谓/ 象以典

刑0。5吕刑6中/罔不寇贼0、/夺攘矫虔0乃是指黄帝族对九

黎蚩尤的看法。(5吕刑#大禹谟6)相互诋言, 自不必说。其

中/ 鸱义奸宄0一语就颇值得玩味,疏曰: / 外奸内宄05国语#

晋语六6: / 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0。互相掠夺, 互相侵霸,此

/外奸0之乱属司空见惯。所诋者: /内宄0也。正如5十三经

注疏6所云: /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0

这就是九黎蚩尤时期其内部用刑的体现。

5吕刑6又说: / 苗民弗用灵, 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 杀戮无辜。0这是尧舜征讨三苗的/ 罪状0。此时的三苗,

并没有夺帝位或向尧等作战的念头和迹象,只不过对尧/ 禅

让0舜给/非之0而已。而禹征苗的借口是: / 蠢兹有苗, 昏迷

不恭。侮慢自贤, 反道败德。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0 (5吕刑

#大禹谟6 )究其/ 反道败德0的原因, 就是苗民/ 习蚩尤之

恶0 ,不像先王那种以灵善之德教化其民,却/ 制以刑0, 更变

本加厉/ 作五虐之刑0 ,所以, / 汝往征之。0 (5吕刑#大禹谟6 )

伐三苗虽然发生在夏王朝建立前夕, 但这时社会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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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刻的变革,关于这时苗民社会状况,5尚书#吕刑6中所

说/ 弗用灵0之灵,旧释解作/ 令0 , 或/ 善0。徐旭生引5说文6

释作/ 巫0 [ 12] ( P106) ,也很有道理。因为在氏族制度的时代,规

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只有习惯。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开

始出现各种违背传统习俗的事。正如恩格斯所说:氏族/ 是

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 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

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势力所打破的, ,最卑鄙的手段

) ) ) 偷窃、暴力、欺诈、背信 ) ) ) 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

氏族制度。0 [ 2]而对待这些新的问题, 开始还是用宗教手段

处理,以后才出现了/ 法0。所以/ 苗民弗用灵0, / 作五虐之

刑,曰法0, 是说苗人不用传统的原始宗教的手段维护社会

秩序,而是用严酷的刑罚。虽然宗教手段更为野蛮残酷,但

被笼罩在神的光环中, 在原始社会仍有很大的权威性。苗

蛮集团中首先出现的进步因素反而成了罪行。不仅如此,

文中所说/ 泯泯棼棼,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0等谴责苗民人心

欺诈, 社会紊乱, 抛弃信义, 背叛盟誓, 滥用暴力等等/ 罪

名0 ,也说明当时苗蛮集团文明因素的成长已走在黄河流域

诸部落联盟之前。一般来说,社会发展较快,经济比较发达

的地区的人们头脑比较灵活和富有智慧, 讲究实用理性,攻

于心计。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的人们比较纯朴,重信义,同

时比较野蛮, 重视武力和迷信神灵。从史料谴责苗蛮集团

不信神灵、/ 狡诈0、不讲信义,诋毁之间, 说明苗蛮可能在远

古各部落中诸多方面于领先地位。这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已

提供了不少证明。[ 13] ( P232- 233)禹伐三苗时, 三苗已形成国家

的雏形,而中原部族也已走到了文明的门槛前,所以这场战

争具有与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完全不同的特点。阪泉之战

中黄帝带领氏族武装/ 熊罴貔貅虎0与炎帝争战, 战场上女

神 ) ) ) 魃 ) ) ) 起了重要作用。说明氏族制度还有活力, 母

权制的遗风还有若干保留。

归纳起来,可得以下三点: (一)九黎蚩尤时期,古苗社会

就有刑罚。这些刑罚不仅用于战争,而且施用于九黎内部之

民; (二)由于古苗人在战争中先度占据优势,所以,这给古苗

社会的经济、阶级和领土等因素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创造

了有利条件,接着便给古苗刑罚的产生提供了环境; (三) /三

苗之君习蚩尤之恶0,当指用刑的传承关系。三苗时期,刑罚

的统治内容在扩展,因此,其内部发展较快,形成了威胁尧舜

的力量,从而导致尧舜禹诸帝征伐三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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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Framework of Early Miao People

States and their Legislation

XU Xiao-guang, WEI Zong- lin

( I nstitute of Law of Ethnic Minority , Guizhou University Minority ,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Miao people are an ethnic group with a long history. Their civilization of country and legislation is even long-

er than that of Xia Dynasty of the Han people, for their creation of / Five Military Rules0 and / Five Criminal Rules0.

The Miao kingdoms, therefor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Chinese legislation evolu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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