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為所�的「家」在�定的�史社會

����景�件下���不同的⾯貌��從

⺠�誌��和⽇本�⺠�期所做的戶⼝��

���中�得到了⼀�想法和���傳�社

會的主�價值��或者�傳�社會所�現的

家庭型��存在許�變異性或�異性�不同

的家庭型�在�定的�間和�點被當�的社

會⼤眾���⽽�演重�的⾓⾊和功��在

�樣的理�下���授�我們重� 1900⾄
1970年代的���洞⾒傳��⼈社會的家庭
���型��⽂��

��授⾸先�我們⼀��讀了�臺中⼤甲林

⽒貞�坊的貞��坊紀事���六旬�⼈�

�向原收�家庭提出祖產繼�官司的報��

���讀貞��坊紀事��點出了傳��⼈

社會�常重視家�傳�的重�性���童�

�在當�是⼀種受到社會⽂��可的��形

式����讀祖產繼�官司報��故事��

�授點出了故事的�代�景（從⽇本�⺠到

⺠國光�）���傳��⼈家庭�何因應該

�代�景下的制度�⽽在收���和��仔

上�相應的�略和⾏動���的是��家的

��引�了關於�性作為��或��仔�在

�位��祀���由於�家的��涉�到財

產���其法律層⾯的相關議題�因⽽引發

了現場同學和�師們的�奇⼼�並相互討論

了�來� 

⼀�討論�����授�明了傳�⽗�社會

的家�⽂��構成家庭的三個基本法則（�

可��是家�⽂�）�別是�繼嗣法則�居

�法則���法則�⽤��授的話��⽽

⾔�傳��⼈社會是屬於單�繼嗣法則的⽗

�社會�因��它仍�是�⽗�為中⼼�但

其組成並沒��格的團�界線�����⼈

家庭的規��相當的伸縮性�家庭⼤⼩依�

事�⼤⼩⽽定�其��居�關��是家庭的

結構�素之⼀�原則上�繼嗣法則更具彈

性�且具�兩種意義�⼀是⼦�從⽗居或從

⺟居的�慣�⼆是��的男���或招�⽅

式�⼀�單�社會的居�法則�繼嗣法則相

對應���⽗�社會⼀�為從⽗居� 

從⼀則貞��坊記
事�祖產繼�官司
�傳��⼈社會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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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國⽴��⼤學台灣研��師在���碩⼠學位�



�三������法則�是維�單����種�或���社會組織所必�的

法則�傳��⼈社會為了�免�����因�原則上是�⽒���為原則�

從�上三點來考��我們就可�了�到傳��⼈社會的家庭組織�結構的變

異之所在（��章�2023�講座�報�10⾴）� �����授�提��傳�
�⼈社會是單�繼嗣法則的⽗�社會�因��⼈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是

�⽗⼦關�為主軸�並���種�⽗⼦關�為主軸所發展出來的家庭居⼤部

���種�⽗⼦關�為主軸發展的家庭具��續性�包容性和��性�三種

�性（�亦��1982）� 

本�講座�⼀步討論的�⼦為「童��」�俗���授�出傳��⼈社會的

��型��原則上可�為三種�����童���和招���其中「童��

�」�的是����夫家�但在其�孩或童年�期就已住�夫家的�種��

形式�因����授討論了費���武�⼠（Arthur Wolf）�巴�頓
（Burton Pasternak）���章��捷��⼈的研���出童���的興
���絡����異性����費��從經濟�困理論來理���為是經濟

��的�景使得當��事�乎被�中⽌�為了不使�事�限期推��因�出

現了「⼩��」制度�⽽武�⼠則發現不少富裕家庭�會採�童���的形

式�原因之⼀在於其可減輕��之間的對⽴和緊張關��當����其�研

�從不同⾓度���從語⾔（Burton Pasternak�1983, 1985）���市場
（��章�武�⼠�1995）或⽂⼈家��鄉紳家�（�捷��2010）的因素
�來討論���研�都�出了不同��的童���的不同���更重�的

是�⼀�來�我們都�為�⾯的⼈不�家裡的⼈���⼀�⽣活⻑⼤的⼈�

從�⾯找到的⼈更��卻⼜怕�犯了���忌�因�童��就成為了可⾏的

�略�

��本�演講�我們看⾒了傳��⼈社會的不同���型和⾏動�但���

型和⾏動基本上都不會�犯「���忌」的原則��因��⾯討論的童��

�才會在當�的���景下成為⼀種受到社會⽂��可的�俗�其����

的許���並沒�⼀個固定的形式�⽽�是�各種�樣性的可��但��可

�基本上都是由家⻑��⽽�當事⼈�����同��授在�報上提到的�

「傳�社會下��的�略就�是⼀個⼯具��⼈們�⼿撿拾其中⼀種合宜的

⼯具�但並不放�其�的⼯具�⽽傳�⽗�家⻑制雖�在當代社會受到�⼤

的衝擊�但�⽗⼦關�為主軸的繼嗣���仍�是社會的主��」（��

章�2023�講座�報�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