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bunken/ASNET Seminar>

◆ Date   ： February 27 (Thu), 17:00-18:00

◆ Speaker：杨琴 Yang Qin (Visiting Fellow）

◆ Venue： Ground Floor, Tobunke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 Fee     ： Free

苗族解决纠纷的根据法有《榔规》、《理词》等。《榔规》主要是通过“议榔”会议、“埋岩”
仪式等制定和颁布。《理词》是“理老”调解纠纷时讲理和辩论的言词，由有威望的人们
商议制订。1956年前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其法律主要是以口传方式制定和运用，有些
借用汉字石、木刻等形式形成法律文本。苗族因土地、房屋及婚姻关系引起的纠纷形
式最为常见，其纠纷由“理老”等为“裁判官”或“辩护人”，通过“贾理”制度调解解决。

以贵州苗族纠纷解决事例为主

中国苗族的纠纷及解决

本报告以中国贵州苗族纠纷解决事例为线索，对中国苗族在没有本民族文字时期
如何运用口传方式制定、运用、普及法律以及解决纠纷等事项进行考察，意图挖掘
和整理苗族人民维护自身社会秩序的经验及文化传统。

* Lecture will be in Japanese

Disputes and Solutions of Chinese Miao: 
Based on the Guizhou Experience in Miao Peaceful Coexistence

Tobunken/ASNET Seminar

IASA (Tobunken) and ASNET organize collaborated seminars on Thursdays. It is open  to the 

public. Please visit us at http://www.asnet.u-tokyo.ac.jp/

東大A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