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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是州县衙门最主要的公务。在十多万卷巴县档案中，诉讼类档案占

90% 以上，是研究清代地方司法制度最宝贵的素材库。其中涉及家族家庭的案

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儒家

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

即“国”和“家”密不可分。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

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宗族观念在中国传承千年，宗族

势力在民间影响力极大，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力很大。在调解族人纠纷、约束族

人守法、倡导族人互助等方面，宗族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族规中一些违背人性

和法律的规定（如私刑处死族人），又体现了宗族制度野蛮落后的一面。反映

在巴县档案中涉及家族家庭的案例上，有如下特点：第一，个人之间的冲突常

常家族化、扩大化和复杂化。比如，夫妻间发生矛盾后，特别是妻子自缢身死

或被迫改嫁的情况发生时，很容易演化为夫方家族和妻方家族间旷日持久的冲

突甚至大规模械斗。第二，经济利益矛盾，甚至极为普通的家庭成员间因琐事

而发生口角争吵，常与是否违背封建伦理道德的争论相混杂，使简单的案情上

升为复杂的案情。比如婆媳间的口角常演化出媳妇“不孝公婆、不守妇道”的

结论。第三，家族家庭的案例以遗产继承、分割纠纷为大宗。第四，家族家庭

的案例多以地方调解息讼为终结，这说明清代地方司法特别重视地方调解，多

数讼案都要先由乡约、约邻等以理服人，劝涉讼双方讲和息讼、撤销诉讼。此

外，从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清代司法程序非常严密细致，从案发、报案、调解，

到受理、签派衙役查案、传唤当事人到庭、录口供、知县当堂判决，过程完整，

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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