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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新探

——以乾嘉刑科题本为中心
1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 要】：乡约、保甲、土官三个系统，是清中叶贵州主要的地方社会职役，命案报案主要由其承担，尤以

乡约为主。乡约设置具有广泛性，但是未设乡约之地也为数不少。乡约负责报案，时人所知。刑科题本记载报案者

还有多种用语，如约邻、保邻。乡约所在社区居民或称里民，或称甲民，意为官府的编户齐民。贵州苗人分为熟苗

与生苗，熟苗区也纳入乡约的治理。乡约、头人位于知县与民户中间，需要处理好与二者的关系。乡约是官府维持

地方社会秩序的依靠力量。

【关键词】：刑科题本;乡约;保甲;乾嘉

清朝刑科题本是地方命案逐级上报清廷的文书档案，记载了报案者的身份，诸多报案者属于地方社会职役，有助于了解地

方社会职役存在情况。职役是地方社会治理最基层的一级，职役完成州县官府所派任务，体现政府职能，同时职役出自民间社

会，折射出民众的情状。我们对于清朝地方社会治理的认知，需要对地方社会职役加以探讨。清朝地方社会职役的设置有个过

程，又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征，开展不同时段不同地区地方社会职役的研究非常必要。贵州是多民族居住地区，清廷在此推行了

改土归流，地方社会职役相对比较复杂，探讨贵州职役对于了解清朝在西南地区的治理与基层社会是必要的。本文选取清中叶

乾嘉时期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为研究对象，已有学者依据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
①
论述嘉庆时期贵州乡村

社会，其中涉及报案问题。
[1]
笔者依据后出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结合乾隆朝刑科题本资料及清实录、碑

刻资料，继续探讨贵州的地方社会职役，同时进一步理解刑科题本的文本书写。

一、乾嘉贵州刑科题本所见地方社会职役类型与分布

本文依据的乾嘉刑科题本，是已经出版的资料集。我们通过对乾嘉刑科题本资料集中出现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地点进行

统计分析，揭示其中所反映的贵州地方社会职役类型与分布。

（一）乾隆朝刑科题本职役的统计分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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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

辑录了刑科题本中的土地债务类资料，含有 17 个贵州事例，其中有 3 件记载地方社会职役名称的题本。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

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
[2]
收录 3件发生在乾隆朝而结案在嘉庆朝的贵州刑科题本，有 2件记载了报案的地方官役名称。统

计 5 个事例，列表 1 如下（表中将记载职役的二书分别简称为《斗争》《分省辑刊》）。

1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样性：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20JJD770009）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uEz3ePNgzYjpiP0w6rfvXnbdgXnr2CB7N9bs1DGyJ8cI7gilXr7-nq-jlNKzz3u1iv23_O7eL1He2NbiUACdMxe5K-0NAxE5LG8f8NspS0=&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uEz3ePNgzbcdPr1JQ_-nZzUyl7lPhlMz_sC0wPn2gldPT9tIKzdK45cXhXrfkt2kZ3I1nWY2_JKX0FW5d0oSc5dC39ORbCk-x_s7c_a4lkT_29FFDnH9c5WXxsDOtueaTdIuHFD4Q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ZTZ4CBNMCxK9fyH5TOeMf2gNs5KmzjsSWJse2qpQYeAmMhjvM_Nw0hkkmgKC-iDAgDMPb0R6GNC4NgMpkivmA1JbxHHT93H_Ajbbcs7MM1i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ZTZ4CBNMCxK9fyH5TOeMf2SdkKH5nQGx12XcWzhUT4R-7lcl6oHQUHFmHcxVBzQQlkz6bIfvtxXdBnMmF7jHdP&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ZTZ4CBNMCxK9fyH5TOeMf2ir9Th-Wx1dARcorXuAIkGqL1tT7MUrds7B_tqGqCZYIEV73rd6Ct1OM47rnaaJ0E&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ZTZ4CBNMCxK9fyH5TOeMf2YOiDIz2bLOWo7T94Bs2J7Abd3V4hjOa_wlLfKWrkA0YCVH0UvrRupbovFyDW58z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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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乾隆刑科题本中的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一览表

序号 时间 地点 涉及职役名称 出 处

1 乾隆二十五年 镇远府镇远县 据乡约杨正贵报称 《斗争》上，第 246 页

2 乾隆二十七年 大定府 通知乡约来看明 《斗争》上，第 446 页

3 乾隆四十六年 遵义府仁怀县 据乡约魏国安报 《斗争》上，第 553 页

4 乾隆六十年 贵阳府贵筑县 据乡约邱绍祖供 《分省辑刊》下，第 1451 页

5 乾隆六十年 铜仁府 据乡约李占连禀报 《分省辑刊》下，第 1453 页

表 1 中 5 个实例中的职役均为乡约，可见乾隆时期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前 3 个事例出自乾隆朝刑科题本资料集，

17个贵州实例中，只有 3个乡约事例，又可见乡约事例为数不多，地方职役系统尚未完善。而这 5个事例分布于 5 个府，又说

明乡约设置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刑科题本中还留下了乡约活动的具体描述。贵州贵筑县民宋温因酒醉口角戳伤宋绍廉身死案，据乡约邱绍祖供：“乾隆六

十年八月十三日，有宋绍景投说，十一日他兄弟宋绍廉同宋温、宋泌、汤大名们各出分银，在土地庙酬神饮酒。因宋绍廉酒醉，

与宋温口角争殴，被宋温夺刀戳伤脐肚，到十四日身死的话。小的前往查看。”
[2](下册，P1451)

乡约邱绍祖接到宋绍景投案，然后前

往查看案情，由此可见当时当地乡约的存在及具体职责情状。

（二）嘉庆朝刑科题本职役的统计分析

吴才茂统计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一书收录贵州刑科题本 81 件，指出案情上报人员身份具有多样

性，可将之分为五类：“一是乡约；二是保甲体系(如甲长、头人)；三是少数民族村落的首领(如寨头、苗头)；四是地方土目、

土弁；五是个人。81件档案中，乡约 48件，州民县民 5件、访闻 3件，土目 2件，甲长 2件，头人 1 件，匿报 1件，吏与差役

各 1件，地邻 1 件，僧人 1 件，地主 1 件，夷妇 1 件，案头 1件，土弁 1 件，苗人 1 件，苗头 1 件，寨头 1 件，其他个人与未

知 8 件。”
[1](P16)

其中乡约、土目、甲长、头人、土弁、苗头、寨头之类职役上报的共计 56 件，占据上报案件总数 81 件的大多

数，56件职役中乡约 48 件占据主要地位。

常建华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收录嘉庆朝贵州命案 44 个（书中列出档案 50 件，除去案发于乾隆

朝 3 件、案件重复的 3 件），有 26 件刑科题本记载了报案的地方职役名称。如表 2所示。

统计表 2 中 26 件有地方社会职役名称的档案，各种名称数量如下：乡约 21 例，头人 2 例，乡保、保长、甲长各 1例。嘉

庆朝贵州地方社会职役压倒性多数的仍然是乡约，还出现了保甲以及乡约、保甲合二为一的乡保。此外，还有头人，第 17 号头

人安维泰处理的是“猓民”案件，第 22 例头人保由处理的是“苗人”案件，保由是寨头。显然，头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的负责

人，从报案的角度看，头人应是国家的职役。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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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嘉庆刑科题本中的贵州地方社会职役一览表

序号 时间 地点 涉及职役名称 出 处

1 嘉庆元年 遵义府绥阳县 据乡保秦维纲报 第 1454 页

2 嘉庆元年 安顺府永宁州 投明乡约具报 第 1456 页

3 嘉庆元年 遵义府绥阳县 据乡约龙应安、邻佑祝敬仁禀称 第 1460 页

4 嘉庆五年 思南府安化县 据乡约张文华报 第 1464 页

5 嘉庆六年 贵阳府贵定县 据乡约刘绍统报 第 1466 页

6 嘉庆六年 安顺府镇宁州 据州属乡约李宾报 第 1467 页

7 嘉庆七年 安顺府郎岱厅 据乡约伍金林具报 第 1471 页

8 嘉庆八年 镇远府黄平州 据乡约萧继元报 第 1473 页

9 嘉庆十年 遵义府遵义县 据县属平五甲保长甘太和报称 第 1476 页

10 嘉庆十一年 仁怀厅 据乡约袁舒文报 第 1478 页

11 嘉庆十一年 遵义府遵义县 据乡约曾绍举报称：有甲民袁代位投称 第 1480 页

12 嘉庆十一年 思南府安化县 据乡约崔承孔禀 第 1484 页

13 嘉庆十一年 大定府 据乡约贾应贵报称 第 1488 页

14 嘉庆十二年 遵义府遵义县 据乡约黄帼佐报 第 1489 页

15 嘉庆十二年 大定府 据本城乡约袁有方呈报 第 1492 页

16 嘉庆十二年 大定府平远州 据乡约廖从正报 第 1493 页

17 嘉庆十二年 大定府威宁州 据德化里头人安维泰报 第 1501 页



4

18 嘉庆十二年 思南府 据乡约田立栋报 第 1503-1504 页

19 嘉庆十二年 安顺府归化厅 据乡约张应宗，根据甲民魏仁青投称 第 1506 页

20 嘉庆十三年 贵阳府 据县属仁里八甲乡约李绍祥报 第 1514 页

21 嘉庆十四年 遵义府遵义县 据乡约陈全报称，据甲民刘豫投称 第 1515 页

22 嘉庆十四年 镇远府黄平州 据翁开寨头人保由报称 第 1516 页

23 嘉庆十四年 遵义府桐梓县 据乡约张冀祖报 第 1518 页

24 嘉庆二十二年 镇远府天柱县 据县属兴文里甲长吴如秀报 第 1523 页

25 嘉庆二十四年 大定府 据府属仁育里乡约罗士臣报，据甲民李攀桂投称 第 1524 页

26 嘉庆二十四年 思南府安化县 据县属堡图九甲乡约张文邦报 第 1526 页

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并参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可知嘉庆时期贵州省领府 12，直隶厅 3，直

隶州 1，厅 11，州 13，县 34；土司 53。包括：贵阳府，领厅 1、州 3、县 4；安顺府，领厅 2、州 2、县 3；都匀府，领厅 3、

州 2、县 3；镇远府，领厅 2、州 1、县 3；思南府，领县 3；思州府，领县 2；铜仁府，领县 1；遵义府，领厅 1、州 1、县 4；

石阡府，领县 1；黎平府，领厅 2、县 2；大定府，领厅 1、州 3、县 1；兴义府，领州 1、县 3；松桃直隶厅；仁怀直隶厅；普

安直隶厅；平越直隶州。
③

职役的地域分布：贵阳府 2例，其中 1例是贵定县。安顺府 4 例，镇宁州、永宁州、郎岱厅、归化厅各 1例。镇远府 3 例，

其中黄平州 2 例，天柱县 1 例。思南府 4 例，其中安化县 3 例。遵义府 7 例，其中遵义县 4例，绥阳县 2 例，桐梓县 1 例。大

定府 5 例，其中平远州、威宁州各 1 例。仁怀厅 1 例。以上 6个府 1 厅较之乾隆朝出现职役的府，多出安顺府、思南府，少了

铜仁府。嘉庆朝都匀府、思州府、铜仁府、石阡府、黎平府、兴义府、松桃直隶厅、普安直隶厅、平越直隶州这 6府 2厅 1州，

未出现职役报案事例。据此，出现职役报案地区和未出现职役报案地区，大致相当。不过依据吴才茂的统计，除石阡、黎平两

府外，其他各府、直隶厅和直隶州均有案件记载，尤以兴义、大定、遵义、安顺、思南 5府的资料较为集中。[1](P16)嘉庆朝

刑科题本反映的贵州命案表明，多数地区出现了职役报案，也就是说贵州大部分地区设有乡约职役以及其他地方管理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朝贵州刑科题本中明文记载案发地因无乡约所以私人径直报案的情况。如遵义府桐梓县民令狐元学等

因赎田共殴严正文身死案，据桐梓县事候补同知林晋奎详称：“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据县民严开仁报称：八月初一日，蚁

父严正文因与张明宗争论赎田，口角相殴，被张明宗并伊邻人令狐元珍、令狐元学先后殴伤抬回，延至初四日早，因伤身死。

附近并无乡约，理合报验。”
[2](下册，P1486)

兴义府回民瓦添爵因被索欠主使工人郑富贵殴伤老罗身死案，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

二十三日，据寨民瓦添爵报称：“本月二十二日夜，蚁宅被贼偷窃鸡只，雇工郑富贵起捕，赶至后坡，将不识姓名贼人殴伤左

肋身死。蚁处并无乡约，理合报验。”
[2](下册，P1496)

平越直隶州瓮安县民人刘柏殴伤商家幅身死尸母杨氏受贿私和匿报案，据前署

瓮安县事候补知县文如筠详称：“嘉庆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访闻西里有刘柏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因争放田水将观音寺工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5

商家幅殴伤身死。尸母杨氏受贿私和，该处并无乡约，随即差提一干犯证到案，当堂查讯。”
[2](下册，P1498)

安顺府镇宁州民人罗万

邦因债务纠纷戳伤陈从富身死案，据署安顺府事候补知府福宁阿详称：“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据镇宁州民妇陈赵氏报称：

本年二月内，氏子将粮田五坵佃与府属民人罗万邦耕种，每年议交租谷六斗八升。十月内，罗万邦只交谷四斗八升，下欠二斗

未清。十二月十四日，氏子往向催讨无偿，致相争殴，氏子被罗万邦用刀戳伤左肋。当有邻人胡林前来告知，当往查看。氏子

旋即因伤身死，本处并无乡约，只得报乞验究。”
[2](下册，P1507)

大定府威宁州保民安世鳌戳伤阿三身死并安世魁戳毙家奴者么案，

据威宁州知州郑五典详称：“嘉庆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据夷妇阿柱报称：氏夫者么系安禄氏放出家奴，同安禄氏家年满辞出，

雇工阿三佃种安禄氏得买伊夫兄安松地名鼠脚地土。七月二十九日，安松同子安世魁、安世鳌来家，同氏夫及阿三强收租息，

致相争闹，氏夫被安世魁用铁镖戳伤右胁身死。阿三亦被安世鳌镖伤脐肚，安世魁等俱已逃走，住处并无乡约，只得报乞验究。”
[2](下册，P1511)

以上嘉庆十一年到十三年的 5 个事例，其用语分别为“附近并无乡约”“蚁处并无乡约”“该处并无乡约”“本处并

无乡约”“住处并无乡约”，声明“并无乡约”是相同的。这些事例出自遵义府、兴义府、平越直隶州、安顺府、大定府，这

期间府州之上的巡抚、按察使均有不同人交替，也就是说，如果当地没有乡约报案，公文程序要求在命案的公文上需要标明“并

无乡约”，我们注意到，标出案发地“并无乡约”者刑科题本没有指责、惩处地方官未设乡约，或许也正是由于上级长官并不

强求设立乡约，所以县官们才实事求是写出所辖地方“并无乡约”。从这一点来看，刑科题本是相当真实的记载。

除了上述《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的事例外，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还有贵阳

府定番州戢奉祥因土地当价纠纷被客民高应和推落河淹死案，据署定番州知州班凌霄详称：“嘉庆十四年六月二十日，据州民

戢奉彩报称:本月十七日，堂兄戢奉祥在小河坎路上向高应和言及加找当价，高应和不肯，彼此争闹扭结，高应和将堂兄推跌落

河淹毙。住处并无乡约，理合报验。”
[3](第 2 册，P856)

这一事例表明，贵阳府也有未设置乡约之地。

二、乾嘉时期贵州地方社会职役活动与官府治理

我们利用刑科题本、《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以及碑刻资料，探讨贵州地方社会职役的活动与官府治理。

（一）从刑科题本看贵州地方职役与民间、官府的关系

刑科题本除了开头部分指出报案人的职役身份，有的还在题本中谈到案件当事人找到职役报案的情形。如安顺府郎岱厅属

苗民阿二戳伤阿控身死案，据尸父老卜桑供：“儿子阿控被阿二戳伤身死，阿二当时就逃走了，二苟们跑回告知，小的才投乡

约赴案具报的。”
[2](下册，P1471)

仁怀厅民人张三因口角谋杀范维陇身死案，尸母范袁氏供词：“小妇人起来查看，儿子项颈拴着布

带，胸前有伤，不知是被何人致死。那时张三走来，把张四扶去，小妇人没有理会，就去投约具报的。”
[2](下册，P1478)

大定府民杨

老七因口角推跌伊嫂徐氏致死案，尸母徐袁氏供道：“不想女儿伤重，到半夜里因伤身死，小妇人才投乡约报验的。”
[2](下册，P1492)

这 2 府 1 厅的事例均说明自己投约的理由。乡约负责报案，是当时人所共知的。

有个案件较多呈现了乡约在报案中的所为。仁怀厅民邓钱因拒传唤打死差役郑洪升案，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四日，据差役

罗起俊禀称:他同郑洪升奉票传唤邓錞具告邓钱、邓钦阻水一案。本月二十日早上，邀同乡约汤怀畅前至邓钦家中取票给看，令

其赴案候审。不料邓钦不服传唤，与郑洪升争扭，邓钱持刀帮护，将郑洪升殴伤倒地，邓钱等旋即逃逸。并据乡约汤怀畅禀同

前由，随讯，据差役罗起俊供与原禀相同。这样，乡约与差役给当事人传票过程中，遭遇抵制，其中一位差役被打伤，乡约与

差役成了新案中人。官府于是审问差役与乡约，据乡约汤怀畅供:“本年闰二月二十日，公差罗起俊、郑洪升来向小的家里说他

们奉票传唤邓錞具告邓钱、邓钦弟兄阻放田水一案，小的引至邓钦家取票给看，叫他唤同邓钱进城候审。邓钦说这事没甚紧要，

不肯进城，郑洪升不依向他村斥。邓钦争辩往外跑走；郑洪升赶去把他揪住，邓钦不服嚷闹。那时邓钱走来喝说邓錞告的谎状

没人去审，郑洪升抓着邓钦不放，邓钱就用手中柴刀打了郑洪升额门一下。郑洪升转向夺刀，邓钦也拾柴棍帮打，小的们连忙

赶拢喝阻。不料，郑洪升已被邓钱砍伤右太阳倒地，邓钱、邓钦即逃走。小的同罗起俊追拿不着，才赴案具禀的。”
[3](第 3 册，P1692)

乡约的自述中，他的活动主要是为差役带路。据受伤差役郑洪升供:“小的同罗起俊奉票传唤邓錞具告邓钱、邓钦阻水一案。闰

二月二十日早上，到乡约汤怀畅家告知，一同走到邓钦家中取票给看，叫他唤同邓钱进城候审。”
[3](第 3 册，P1692)

这里说乡约也是一

同传唤的。据邓钱供:“郑洪升随手扭住柴棍与兄弟拉夺，那时乡约汤怀畅们赶来吆喝。”
[3](第 3 册，P1693)

照这个说法，乡约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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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中，不只是带路而已，显然乡约的立场是站在差役一方的。

乡约具有调节纠纷与报案的职责，官府审案也要考察乡约是否尽责。安顺府郎岱厅苗民韦老三因谋夺田土将苗民杨潮德殴

毙弃尸案，清廷认可贵州巡抚的意见：“乡约李升失察人命，亦有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发落。”
[3](第 3 册，P1586)

大

定府水城厅民李正虔因索欠殴毙客民万玉陇案，水城通判张步虚详称，系其访闻厅属崇信里地方命案。其即饬差查拿犯证，并

传尸亲、乡约查讯，后据乡约马得荣具报该案。官府认为：“乡约马得荣失察私和人命，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亦应援免，

仍革役。”
[3](第 2 册，P1028)

兴义府李备因争种公田纠纷致死贺阿并私和匿报案，官府也以“头人李荣失察人命，应照不应重律，杖八

十，与王潮俸等均照例折责发落”
[3](第 3 册，P1768)

。以上 3例中，第 1例乡约以失察受责罚，后 2例均系失察私和被惩处。

地方社会的纠纷有时还会请当地塘汛兵士评理，事态严重请乡约报案。安顺府普定县客民谢上品因索讨烧瓦钱文将雇主严

文通扎伤毙命案，据普定县知县宋玛详称，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据县属二铺乡约张文富具报，据民人严尚敏投称:其父

严文通应找给谢上品烧瓦价银，谢上品工人谢老三曾支用其父之银，其父欲于找给谢上品银内扣除，谢上品不允。谢上品又应

找给谢老三工价。本月十八日，谢老三向谢上品索讨不给，其父帮护，谢老三将谢上品斥骂、揪扭，谢上品将其父戳伤致死。

有塘兵张士义、滕帼明看见，伊同弟兄严小五等赶至，将谢上品拿获，捆缚投送。据见证张士义、滕帼明同供:他们是安顺营兵

丁，派拨在二铺坐汛。谢上品拉着谢老三来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正在查问，严文通走来说谢老三是苗子，谢上品不该恃强欺

压，要将谢上品拉去他家说话。据凶犯谢上品供:他拉了谢老三去向塘兵张士义、滕帼明理论。他“被严进财、严尚敏打伤右乳、

脊膂，送投乡约，将小的解报的”
[3](第 3 册，P1468)

。这或许可以说，塘汛兵士在民众眼里是与官府有关的懂得道理者。

有的刑科题本记载报案者为约邻。如思南府民方申因索欠房租踢伤何万友越七日身死案，据尸亲何唐供：“十月初三日早

上，小的往山割草，过后回家，才知方申又来催逼搬移。父亲与他相打，小腹、肾囊俱受有伤……方申认承，替父亲医治，叫

小的不必投报乡约。小的只道伤轻，那知方申找药与父亲敷治不效，到初十日将晚父亲因伤身死，小的才投约邻报验的。”
[2](下

册，P1504)
这里的约邻主要是指乡约，类似的用法大量出现在四川。

④

还有保邻的用法。思南府安化县民人马应相谋杀胞兄马应奉图赖案，据民妇袁氏投称：“伊被前夫马应相嫁卖与符彬德为

妻。本月二十八日，马应相同兄马应奉并彭世得来向符彬德索诈银两，马应相用锄将符彬德殴伤倒地，复同彭世得自将马应奉

殴死在伊屋外路上图赖。经保邻马应明见殴。”
[2](下册，P1484)

而据见证马应明供：“符彬德就叫袁氏去投乡约赴案具报的。”
[2](下册，

P1484)
马应相的供词说：“小的们嚷说符彬德将人打死，不想有他保邻马应明在坡上林内，被他看见。”

[2](下册，P1485)
保邻与乡约都是

负责报案的职役。

保邻应当是保甲与邻佑的合称缩略语，而保甲属于职役。镇远府天柱县民吴连文因殴伤同宗无服族兄吴必达身死案，提供

了一个珍贵的涉及保甲制度的案例。嘉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据县属兴文里甲长吴如秀报，有吴李氏投称，其夫吴必达与

吴连文争充保长不得。本月二十三日，其夫又欲与吴连文分收保长口食田之谷，争闹相打。其夫用木棍殴伤吴连文左额角，吴

连文夺棍回殴，致伤其夫，次日因伤身死。据凶犯吴连文供：“里中向来设有保长口食田一坵，充当保长的人耕种食用。二十

二年正月里，众人公举小的充当保长，吴必达贪图得田耕种，向小的争充，众人责备他不是，仍是小的充当。”
[2](下册，P1523)

贵州

巡抚认为，该处保长饬令另举充当，其保长口食田一坵，仍令充当人耕种食用。
[2](下册，P1523)

该案揭示，天柱县有保甲存在，设置

保长、甲长，保长系推举产生，并设置保长田，以其收入作为保长的报酬，有人因有这种好处而争当保长。

少数民族找寨头报案。镇远府黄平州苗人阿里殴伤缌麻服叔大阿九越日身死案，是翁开寨头人保由报案的，据尸妻阿兴口

供：“小苗妇同儿子赶到，丈夫已经受伤，当把丈夫背回寻药医治。不料丈夫伤重，到次日身死了。小苗妇投明寨头报验的，

求究抵。”
[2](下册，P1517)

乡约所在社区居民如何称谓，有不同的情况。或称里民，遵义府桐梓县民黄庭银因争佃砍伤周仕楷身死案，据署桐梓县知

县裘申录详称：“嘉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据县属溱里乡约何顺具报，据里民周文治投称。”
[3](第 2 册，P715)

县属溱里，其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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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里民。大定府民党双陇等因口角共殴包世谟身死案，前署府孟正笏移称:“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据义渐里乡约李凤鸣报，

据里民包世任、包世惠投称。”
[3](第 3 册，P1832)

义渐里的居民，称为里民。思州府武生杨芳润因索欠被民杨士美砍伤致死案，据思州

府知府张经田详称：“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据府辖黄道司乡约龚祖光报称，据里民杨士陇投称。”
[3](第 3 册，P1228)

这个里民隶

属于府下的土司。上述 3 个事例，都是府县官府称呼百姓为里民。虽然乡约为百姓报案，但百姓属于官府的乡里之民。

嘉庆朝贵州仍在推行保甲。上述思州府案，知府张经田详文还说，发案后“适卑府往乡抽查保甲，饬委玉屏县知县徐梦熊

代验去后”
[3](第 3 册，P1228)

。可见该府有乡约，也有保甲。安顺府郎岱厅苗民韦老三因谋夺田土将苗民杨潮德殴毙弃尸案，据郎岱同

知张五诰详称：“嘉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卑职下乡抽查保甲，访得本年八月内，厅属阿音寨地方有苗民韦老三向杨潮德

图占田土不遂，邀同韦老五、韦老大将杨潮德共殴身死……韦老大业已逃匿拘获。韦老三、韦老五传同见证苗应青、尸亲杨开

明、杨阿拿、乡约李升，带讯前来。”
[3](第 3 册，P1585)

郎岱厅也是有乡约和保甲。清代贵州曾在雍正时期较大规模地推行保甲，云贵

督抚高其倬、鄂尔泰因地制宜，打下基础。
⑤
当时已经有了乡保指代乡约、保甲的用法，雍正五年（1727）三月云南总督鄂尔泰

奏称，苗民逞凶总由兵器，“至于出外行路，止许带数寸佩刀，如有一尺者，许汛兵乡保立刻拿报，以违令治罪”
[4](P15)

。

保甲制下，居民也称甲民。思南府婺川县民徐章两姓因赎地纠纷致酿人命案，据署婺川县知县谢炳详称：“嘉庆二十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据县属隘伍甲乡约李廷贵具报，据甲民冉尔俊投称。”
[3](第 2 册，P716)

遵义府仁怀县客民焦仕银因索找田价殴伤姚志

万致死案，据署仁怀县知县冯濂详称：“嘉庆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据县属小溪里伍甲乡约刘承顺报，据甲民姚志贵投称。”
[3](第

2 册，P961)
这两府的两个事例均称呼编甲之民为甲民。编甲是按照户籍进行，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乡约只是协助国家管理。

有的案件是甲长为甲民报案。大定府威宁州民李登元等因抢割苞谷事将梭洛等 4人殴伤致死案，据署威宁州知州王湛恩详

称:“嘉庆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据州属乌木寨甲长叶叶报称:有甲内猓民梭洛因违断霸耕民人李登元等家姑着地土。”
[3](第 3 册，P1540)

“猓民”也编入了保甲。遵义府绥阳县民龚继先因拖欠田租纠纷戳伤雷象洪身死案，据前署绥阳县知县范鹏年详称：“嘉庆二

十年八月十三日，据县属旺八甲甲长龚世泽报，据甲民雷象乾投称。”
[3](第 3 册，P1332)

（二）清高宗、仁宗实录等所见官府与贵州地方职役的关系

贵州苗人分为熟苗与生苗，管理方式有所不同，熟苗区也纳入了乡约的治理。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贵州巡抚爱必达

议覆大学士张允随奏称：

查黔省旧疆熟苗，与汉人比屋杂居，甚为恭顺，有土司、土舍、土目及苗乡约、寨头管束。新疆生苗，与屯军错处，亦额

设土弁、通事、寨长、百户分管，但性愚多惑。臣到任后，即通行严饬。凡遇缉逃查凶取结事件，各府厅州县不许滥差出票，

俱交承办之土司、土舍及土目、土弁等，勒限拏缴。或遇密拏要犯，以及提审案件，慎选差役，票内注明协同该土司土目等会

拏字样，并按程定限回销，违者责处。若土司目等敢有索诈欺凌，许苗人赴控究治。……得旨：如所议行。
[5]（卷三六三，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第 5 册，P1006-1007)

苗乡约与土司、土舍、土目及寨头有管束苗人之责。

乡约、头人缺少地方官的尊重。乾隆三十三年，“良卿参奏绥阳县知县单芸，派协普定县马匹，擅将应给雇值及恩赏银两，

私向乡约头人取回，派令粮户缴银，为代为买马餧养”
[5]（卷八一五，乾隆三十七年七月癸丑，第 8 册，P1046）

。单芸承办军需马匹，竟敢将朝廷已给乡

约、头人的雇值及恩赏银两侵欺肥私，复派粮户缴银，乡约、头人夹在知县与粮户中间，或许会两头犯难。

乡约也有违规谋私的。乾隆四十一年，据贵州巡抚裴宗锡奏：“该省毕节县系运铅总路，向遇人夫不敷，即于邻境拨雇协

济，按程给价。讵黔西州知州谭秀侪妄分畛域，始则推托迁延，继复禀称该州里民愿各凑银帮贴。旋据州民张登凤等且呈上控，

与该牧所禀先后如出一口，并访有已革乡约徐纯一、讼棍何瑞溥等串同里民，敛钱包讼。是谭秀侪有心取巧误公，显有暗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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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情弊，请旨革审。”
[5]（卷一○○七，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庚午，第 13册，P531）

乡约徐纯一存在敛钱包讼的不法行为。乾隆四十四年贵州巡抚舒常奏，兴

义府普安县民任高、阳春等挈眷移居万福厂，被署县严大为差役追回，行抵水城厅属高家渡上船，溺毙 12 命，请将严大为革审。

乾隆帝要求彻底根究，“传谕舒常，即将严大为革职，并提同案内差役、乡约等犯，隔别严审，务得实情，分别定拟”
[5]（卷一○八

六，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丁酉，第 14 册，P595）
。此案中有乡约参与。

嘉庆朝一个案件也提到乡约。嘉庆八年，“刑部议准：贵州巡抚福庆疏称，贵筑县民妇李周氏咬伤伊姑李熊氏，致令忿激

自缢身死。犯夫李绍燮贿嘱匿报，应将李周氏依律拟斩立决，李绍燮拟绞监候。得旨：周氏着即处斩。至犯夫李绍燮，素知伊

妻赋性强悍，不能管教，致伊母常被触忤，已属有亏子道。迨伊母被周氏咬伤手背，忿激自尽。该犯复希图隐瞒，竟将其母棺

殓，并于邻人傅明、乡约莫士汉等查知后，贿银累累，求为寝息。其昵爱忘讎，尤为罪无可逭。……李绍燮着即行处绞”
[6](卷一一

二，嘉庆八年四月戊子，第 2 册，P493)
。嫌疑人向乡约行贿请求匿报，对乡约是很大的考验，不过资料中未载乡约是如何应对的。

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乡约作为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面对危险，也是官府的依靠力量。嘉庆二十年正月，谕内阁：

朱勋奏查办孝义厅滋事匪徒并究出传教首犯均即拏获地方宁谧一折，据称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据江口文武官禀报，孝

义厅菩萨殿地方，于二十一日夜间，有匪徒十余人持械抢夺烧毁民房、戕害乡约人等，沿途裹胁四五十人，于二十二日窜至镇

安县属杨泗庙地方，经该处乡约项三泰等率同民人二百余人，堵住山口，该匪用矛抵拒，立时打毙贼匪张老四、李志花二名。

维时江口营千总彭太礼带兵追至，即将为首之李志广擒获，余匪逃散。嗣经镇安、孝义文武各官将贼目华贵李志远等拏获，并

讯出传教之王三楚、王四海、杨胜文等三名，均经按名捕获，现在解省审办。等语。所办甚为妥速。……其乡约项三泰、范明

祥、韩兴栋、徐郭治等四人，率集乡民悉力堵截，均着加恩赏给八品顶带，以示奖励。
[6](卷三○二，嘉庆二十年正月丙午，第 5 册，P10)

这一事件中，有乡约被戕害，也有乡约组织民众抗敌获胜，受到皇帝的嘉奖。

道光时期碑刻资料可以补充地方官府利用乡约、保甲治理地方的情况。道光十四年（1834）贵州贵筑县知县严禁恶丐强讨

告示碑要求：“仰县属无业、民人等知悉：嗣后各宜细心涤虑，自营生理，改为良善。果有年老残疾，许其乞丐，不得骗赖，

坐索强讨，倘敢不遵，并年力精壮之力在外求食者，许该乡约保长，即指名扭禀，以凭尽法惩治。如约保不行严查，一经受害

之家并送到案，定将约保一并重责不贷。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7](《附录：花溪清代碑刻整理》，P167)

乡约、保长简称约保是官府严查治理乞

丐的依靠力量。道光二十年贵阳府广顺州防止窃贼匪徒勾结告示碑，也是要求乡约配合官府。
[7](《附录：花溪清代碑刻整理》，P168)

三、结语

清朝在贵州推行了乡约保甲制度治理地方社会，不仅推行于汉族居住地区，也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同时县以下改土归流

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仍由土官管理。乾嘉时期贵州的地方社会职役主要出自乡约、保甲、土官三个系统，报案主要由乡约进

行，乡约具有广泛性，但是未设乡约之地也为数不少。嘉庆朝刑科题本中明文记载，贵州命案发生地因无乡约而由私人径直报

案的事例较多，这在其他省区是罕见的。贵州地方社会职役的类型是以乡约为主的乡保型。

以往对于乡约保甲等职役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缺乏对于乡保等职役人员实际活动的观察，我们的考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不少题本中谈到案件当事人找到职役报案的情形，说明乡约负责报案，当时人所共知。官府审案也要考

察乡约在处理案件中是否尽责，有些乡约因失察私和被惩处。少数民族找寨头报案。刑科题本记载报案者还有多种用语，如约

邻、保邻，其实主要是指乡约、保甲。乡约所在社区居民称谓有多种，或称里民，或称甲民，意为官府的乡里之民、在籍之民。

贵州苗人分为熟苗与生苗，熟苗区也被纳入了乡约的治理，苗乡约与土司、土舍、土目及寨头有管束苗人之责。乡约、头

人位于知县与民户中间，需要处理好与二者的关系。违规谋私的乡约自然存在。面对社会动荡的局势，乡约仍是官府维持地方

社会秩序的依靠力量。清廷在多民族居住的贵州推行乡约，是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举措，相当程度上反映出采用儒家教化

德治的理念，贵州以乡约为主的乡保型地方社会职役形态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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