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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村民自治就是这样一个治理中国农村的法宝。
但村民自治不只是定章程、立机关、筹经费、选干部，如何使村民积极地参与村务，如何培养村民自
治的精神，如何防止村民自治僵化、形式化，将是更大的挑战。
希望这本书里介绍的乡约内容或精神，能对当今的村民自治事业有一些启发。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乡约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的理想境界，发
展出这种乡治理论。
乡约是自治的一种体现。
由乡民自动、自发地制订规约，处理众人生活中面临的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
本书包括乡约导读和制度节选两部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历代乡约习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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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铭实，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1981年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就读，1987年获颁博士学位，同年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任教。
自1988年起，转赴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任教。
2004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政治行政学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研究方法、国际政治和中国的制度与改革。
牛铭实教授曾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英文论文四十余篇及专著一本。
并在中、港、台三地发表过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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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治乡三约》中，组织上分教约、恤约、保约三约，采取分工负责制。
设约正一人，总掌三约。
并设教长、恤长、保长，分别负责教事、恤事、保事。
约正公举“廉平公正宿儒耆老”三、四人，由官吏细心采访，精加选择，不可盖凭里甲开报。
选出后，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禀给，委之心膂而用之。
”教长以知书义者为之，恤长以富厚公廉者为之，保长以有智力者为之，由约正和一乡之人共同推举
。
三长平时的工作由约正指挥监督，工作成绩在岁终由约正查明誊写，上之官府。
    乡治事项一部分是各约共同的，另一部分是各约特别的。
其中，共同事项有人口、常平役米、役民等编查造册，乡约集会，上下例行的公事，评理词讼以及验
正契约。
    教约的基本工作是教化，即“教孝、教友、教睦、教渊(女字旁)、教任、教恤”。
设教长，下设联首和社师，辅助教长。
采用户口秀民簿籍的管理制度，“十家为联，联有首，十联为社，社有师”。
这是根据周礼的比闾族党的遗制而定，与后世的保甲编户大不相同。
保甲的目的是纠诘奸民，社联则为教化良民。
联首以诚实者为之，社师以学究知书者为之。
户口秀民登记，是由联首率编民就社师，社师质问真实后一一书写。
教长和约正负责进行编制。
社师和联首协助教长的工作，甚至词讼的争执也是先由他们四邻查明，再设法解决。
    恤长负责“周贫乏，恤死丧”以及常平义仓的积储。
“恤”的成分不是很重，而以常平义仓为主。
常平是均平农产价格，调节农村经济的办法，即粮价贵时粜出，贱时籴人。
余粮转入义仓，全部用来周恤。
他认为，“从来积储之法，惟常平、社仓、和粜、青苗四者而已”，“四者之中莫善于常平，莫不善
于青苗”。
他发明了一种“常平权法”，取常平之意而用社仓之形。
由地方官吏提倡，由恤长负责，由本地富户出粮。
秋天收入粮食，夏天粜出粮食。
本钱还给出粮的人，盈余转入义仓。
这种办法保留了常平和义仓的好处，而去掉了它们的弊端，是一种进步的理论。
因为单有常平，则灾难无以为赈；单有义仓，则物价不能调节。
常平官办，人民不予合作。
义仓民办，政府不与提倡。
陆桴亭的这个混合办法，似乎能包罗一切。
    保长的工作除了防御火水盗贼之外，还负责修筑土木水利。
陆桴亭提出了一种简易可行的保甲差役化的办法。
他认为一般的保甲办法有三个弊端，即民不习兵、强弱不等、多则无法。
民间只有壮丁之名，而无壮丁之实。
他提出让保长率领贫而可役之役民，给他们报酬，从事土木水利的役事和防御水火盗贼。
役民的管理和一般的保甲相同。
五人为伍，伍有夫；五伍为队，队有士。
没事的时候练习弓箭击刺。
报酬是每年五月至七月，每日给粮一升，三个月总共九斗。
这种办法省费、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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