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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傳路線的設置、驛傳體系與中央政治之間的關係等方面的具體問題，較之

以往以歷代郵驛制度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更為具體與深入，對了解清代文報傳

送、清代信息交通與政治運作、清代驛傳體系的具體功能等問題都有參考的

意義。但該著亦有較明顯的不足，由於選取整個清朝的驛傳體系作為研究對

象，難以兼顧各地區不同時期的差異情況，因此也難以看出制度「動態」運

作過程中的地方差異。作者雖然選取了部份地區作為個案，以圖勾勒條文制

度在具體運轉中的細節，卻沒能意識到各地區操作的差異和代表性；著者雖

想考察清代驛傳與疆域形成過程中的互動關係，但卻只在最後一章草草論述

驛傳體系在保證邊疆穩定及與政權聯繫方面的作用，看不到驛傳體系到底如

何在兩百多年中具體影響清代的疆域變化與形成，這是全書最令人遺憾的地

方。

吳昱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90
頁。

　　以往學者們從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不同學科對不同歷史時期區域

性家族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常建華教授近期出版的《明代宗族研

究》一書，作為第一部研究明代宗族問題的專著，其特色是從社會文化的角

度，打通了思想與社會的聯繫，即整體把握宗族祠廟祭祖形態的演變、鄉約

推行與宗族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大夫的觀念形態與宗族組織化、制度化的關係

（頁7），有別於以往學者們從經濟和政治功能角度對宗族組織建設的探討。

　　從該書的結構佈局上看，除了引言、結論和附錄外，正文部份共三編。

上編從制度與社會的關係角度，以明代祠廟祭祖為核心，從時空上把握安徽

徽州府、福建興化府、江西吉安府祠廟祭祖的階段性變化和地域特點，及其

與明代祭祖禮制的關係，形成本編四章的結構，較之不分區域的斷代性宗族

研究，更加深入。中編將宗族的組織化與族規的興起置於明朝推行鄉約的背

景下研究，提出了宗族鄉約化的概念。下編集中探討明初宋濂、楊士奇和明

中後期羅欽順的宗族思想及其參與宗族建設的實踐，反映了明代士大夫與新

宗族形態的關係。從三編的邏輯關係上看，上、中兩編從宗族文化本身出

發，通過對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宗族祠廟祭祖和族規等內部生活的比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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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政府制度下宗族組織化的進程，是本文的重點部份。下編則為明代宗族組

織化找到理論依據。三編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明代宗族組織化的政治、社會和

文化基礎。

　　在引言部份，作者開宗明義指出了本文主旨，同時分析了1960－1980年

代以來，國內外學者關於宗族組織的構成因素、發展動力以及與社會變遷的

關係等問題所取得的成果。但是，由於研究角度、研究區域等差異，在斷代

性宗族研究方面尚存在不足之處。有鑑於此，作者指出了該書的研究角度、

方法及其內容。

　　祠廟祭祖作為宗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其發展變化與宗族經濟以及社

會基礎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作者在上編分四章從其存在的社會文化基礎入

手，把這一歷史現象根置於明代社會歷時性和共時性變化中加以分析。第一

章，從明代官方祭祖禮制的制度化過程和區域社會的祭祖風俗兩方面來說明

二者的互動。嘉靖十五年（1536）以後，由於《家禮》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

動，出現了祠祭流行區與祭禮流行省區一致，祭禮普及區與士大夫集中區一

致的歷史現象。因此，南方的徽州、江西、福建家廟祭祖普遍多於北方，也

就不足為怪。在總體論述基礎上，作者又在本編第二、三、四章進行個案研

究。整體來看徽州府、興化府和吉安府作為科舉發達之地，受國家禮制的影

響，祠堂的發展趨勢基本一致：明以前分佈不均，成化尤其是嘉靖以後趨於

統一，但具體發展中又各有其特點。

　　第二章考察徽州府宗族祠廟祭祖，其在宋元時期經歷了從依附，逐漸分

離，到獨立性漸興的階段，明嘉靖十五年後具有祭祀始遷祖統宗合族的特

點，反映了明代徽州宗祠發展與民間深厚的祖先崇拜等信仰密不可分。第三

章剖析了福建興化府祠堂建置與社會文化變遷的一致性的特色。與佛教由唐

末五代到明朝開始呈現減弱的特點相適應，唐末五代在寺院立祠普遍，宋代

受朱子學影響，仙游合族祠堂成為宋以後新宗族形態的最早一批宗族祠堂。

明代嘉靖三、四十年倭亂雖影響了祠堂建設，但族祠是興化宗族祠堂的顯著

特點。從這些現象看出：該地是受到傳統禮制和區域文化風俗以及社會文化

變遷影響比較突出的地方。與上述區域相比，江西吉安府在明代中後期開始

用宗族之法管理族務與推動鄉村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興化和吉安都存在士

大夫對始祖之祭等問題的探討，反映了士大夫由明初把祭祖作為合族手段到

明中葉更傾向於管理族人功能的轉變。

　　宗族祠堂功能完備是宗族組織化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宗族鄉約化則是宗

族組織化的進一步加強，這是中編的內容。關於鄉約的歷史以及功能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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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國內外學者已頗有研究。但是，過去的研究很少從基層社會控制的視

角，探討明代鄉約的推行與宗族組織化的內在聯繫。該編不僅補充了鄉約以

及宗族研究的史料，對過去的某些成果有所糾正，而且對宗族鄉約化也有所

創新。

　　為了使讀者明瞭鄉約與宗族組織化的內在聯繫，作者在第五章追溯了鄉

約歷史及鄉約在明代由地方個別實踐上升為國家普遍政令的過程，為讀者提

供了想象的空間。其中，作者把鄉約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而本書則區別於

以往學者對於鄉約的研究，是對鄉約的廣義理解。至於鄉約成效，作者也意

識到，由於領導者監督等因素，很難斷定基層社會貫徹的程度（頁254），

這就要求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進一步挖掘該方面的史料。與鄉約變化一致，

明代宗族鄉約化也呈現出階段性特點，這是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集中討論

的問題。從時間上來看，成化和弘治時期（1465－1505）不斷有宗族及其地

方官進行宗族組織化的嘗試，嘉靖（1522－1566）以後族規的制訂、宣講以

及設立族長等宗族建設都是在鄉約指導下進行的。其次，宗族規範中宗約、

家約和族約的出現，尤其是在第七章出現了休寧范氏、古林黃氏和休寧王氏

族規內容完全相同的現象（頁323），是宗族組織化的有力證明。此外，隆慶

徽州《文堂陳氏家法》等文獻說明官府、士大夫及其代表的宗族在加強基層

控制上達成共識，這是宗族鄉約化和組織化的前提。總之，本編安排的合理

性在於：明代鄉約是《家禮》和朱元璋《教民榜文》的實踐，族規也恰恰是

《家禮》和鄉約思想的反映，宗族與鄉約的內在聯繫實現了指導思想、管理

人員、管理方式以及族權與政權的統一。

　　綜上所述，無論是祠廟祭祖還是宗族鄉約化均與國家體制相統一，士大

夫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不僅如此，他們對宗族思想理論的構建是

宗族組織化的思想基礎，這是下編所討論的問題。宋濂的思想特色是突破了

程、朱關於祭祖的嚴格規定，強調「因人情而立教」，主張建立宗祠管攝

人心，修譜以尊祖睦宗。楊士奇則提出了以故家為中心的宗族觀，揭示了望

族存在基礎在於文化傳承，使士大夫維護社會秩序政治模式具體化。羅欽順

主張設立族田、義田，維持宗族久遠之計，並且親自修建了本家族的大小宗

祠，對明後期宗族組織化的影響不容忽視。此外，從士人對於文化傳承看，

羅欽順的故家觀點與楊士奇如出一轍，兼顧遠近恩義祭祖的思想與宋濂又頗

似。不容否認，三者都生活在人文基礎深厚的區域，並且具有一定社會聲望

和為望族譜序的經歷，從政治角度出發提出了宗族對於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

性，這是士大夫本身地位所决定的，但是這些思想和實踐，客觀上有助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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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認識明代歷史進程中的宗族形態。

　　在結論部份，作者除了對全文觀點作以總結外，還解决了讀者在上編中

留下的疑問　　即選擇徽州、興化和吉安研究的原因，以及這是否能代表同

時期全國祠廟祭祖的特點？在此作者向讀者說明，我們不能用同一個地區的

資料來說明明代整個時代的宗族狀况（頁419）。附錄是為了深化讀者對於宗

祠普及以及與士大夫關係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總之，本文從宗族文化角度，通過對區域社會的橫向和縱向比較，宏觀

上把握了宗族社會的發展脈絡，又對宗族發展動因和實態進行微觀剖析，

表達了對宗族文化與國家、社會互動的理解，其中也體現了科舉與宗族組織

化的一致性特點。在此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祠堂就是世家望族的標誌嗎？

對此作者在附錄二中有所回應，但是關於下層宗族祠堂與國家關係等史實還

需進一步關注。此外，作者也注意到了地域神信仰對宗族具有聚族和保族的

功能，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地域神信仰與宗族關係的新視角。在具體論證時，

本文重視史料的基礎作用，體現了歷史學的特點。文中除了14個詳細的圖表

外，還有對前人研究的糾正，如通過民間事例考察正德（1506－1521）以前

鄉約在基層社會成為一種實踐（頁201-205）以及嘉靖五年（1526）鄉約就具

有綜合性的特點（頁210-212）。同時，作者重視對制度與民眾生活關係等個

別現象的考證，如明胡秉中和夏言建議在民間是否被採納（頁8）等，在此不

一一枚舉，需讀者細細品味。此外，對於資料或觀點區別於以往學者研究之

處作者在各章均已說明。總之，作者對任何史料或前人研究成果的利用都是

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理論與實證相互結合，體現了新史學的重要特徵，這種

從微觀處做學問的嚴謹作風值得我們後學者尊敬和學習。

秦海瀅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楊庭碩、潘盛之，《百苗圖抄本彙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617頁。

　　《百苗圖》原名為《八十二種苗圖並說》，作者陳浩，成書時間大約在

19世紀初。這是一本圖文並茂的貴州歷史民族志典籍，全面反映了當時人們

對貴州各少數民族的認識和了解。由於原書對治理苗疆具有重大價值，書成

後即被收藏於貴州按察司。同時，在原書基礎上更有大量的抄臨本、改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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