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免有夹生之感%例如第(#页引文&#中文版中提及的作者译名也有前後不

一的问题!比如-3J?5?<B?s?5<B在第%##页被译
$

$曾小萍 '!在第%#%页则

以$泽琳'出现#最
$

遗憾的是译本对原著注释部份的缩节及对参考书目和

词条索引部份的
U

除#注释部份提及的著作和史料只有注明主标题!

D

有副

标及出版资讯#在
D

有参考书目的情癋下!感兴趣的或有疑问的读者只能通

过英文原著来查找作者引用的史料和史著!非常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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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大学盓纳苏分校历史系

井上彻* &华/夷0间"明代儒教化/宗族 ' *东京"研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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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彻长年深耕於宗族研究!致力於探索士大夫在地域社会的作用和影

响#"#%+年!作者集结近十馀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出版)华6夷=间"明代

儒教化6宗族 *!将关注的区域转移至处於王朝版图边缘的珠江三角洲地

区!借鉴远藤隆俊(常建华的宗族研究及科大卫(刘志伟(片山刚等中日学

者对广东的研究成果!探讨在%&世纪商业化和都市化浪潮中!该地区宗族的

形成及普及!从不同角度分析多文化(多民族的广东社会中宗族的实态#

%页;0%" &

本书题
$

$华夷之间333明代儒教化与宗族 '!所谓 $华夷 '区分是文

化上的! $儒教化'或称$汉化'!是指%&世纪以降!多民族杂处的广东社

会被包容进以科举官僚制
$

轴(汉族的单一的儒教文化的过程0在这一过程

中!拥有身份和特权的乡绅发挥影响力!承担统合地域文化的职能# %页+%0

+" &本书正文共分
$

三部份!所讨论的时间段重点在明代嘉靖至崇祯时期#

皍加以简要介绍#

第一部份名
$

$华夷之间'!共有四章!主要分析广东非汉族地区$儒

教化'的过程#%&世纪!两广地区海外贸易兴盛!同时非汉族地区叛乱频

发!面临严重的军费负担!两广在财政上自成一体!广东支
I

着广西的地方

开支#在地方士大夫的舆论推动下!明朝政府改变对外政策!重开民间贸

易!恢复抽分制!以关
8

收入作
$

平乱军饷#作者主要关注西江流域
}

人聚

居的罗旁地区!地方官的收夺和汉人的开垦使得
}

人旧有的生计方式被破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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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反乱频繁发生!万初年明朝军队大举征讨!新设州县!

W

化行政和军

事控制#之後明朝政府在高州(新会(新宁(阳春等
}

族地区招抚怀柔!设

屯开垦!逐渐将$?田'( $?
G

'变
$

民田(民
G

!使
}

人登
-G

籍!纳

粮守隘!科举应试!成
$

王朝的编
G

齐民!在习俗和文化上与汉人趋同#作

者还特
&

分析新宁县上川甘氏的例子!原是
}

人的甘氏将土地投献於大
G

!

附籍於里甲
G

纳粮!在清初复界後!被编入新设
}

人
G

籍中0而其在族谱中

则?用珠玑巷传
(

!以取得汉族出身#第四章以新设罗定州
$

例!讨论明代

的州县管理!明朝平定
}

乱後!升县
$

州!辖两县(四千
G

所!设罗定兵备

道掌握三司权力!对州县进行统一管理0王朝以
W

化地方行政及军事建制(

建设城池等方式!在
}

族地区设置据点!将之纳入国家控制范围#

第二部份由五篇文章组成!主题是$儒教化的动向'!主要探讨珠江三

角洲的乡绅如何在地方社会普及儒教文化!使 $化外之民 '进入儒教秩序

中#正德末年!魏校实行的
>

淫祠在广东影响深远!他合?寺观!改建书

院(社学!意图以祖先祭祀对抗民间信仰!以儒教伦理实施教化!维持地域

秩序0在魏校离任後!社学学田遭到乡绅势要的抢?!同时霍韬等乡绅建祠

堂(设族田!在地方社会推广祖先祭祀!普及儒教#嘉靖时期!广州乡绅
4

佐在)泰泉乡礼*中!构建以城郭都市
$

核心的乡里秩序!在城市设四隅社

学!实施教化!由乡约保甲组织登
-G

籍!发挥国家行政权力末端的作用!

以此将魏校的思想体系化#明代後期!广州城及周边佛山等地社学(书院等

学校兴盛!由地方乡绅运营和管理!使得个人和$家'融入儒家规范!形成

乡绅主导的儒家社会秩序#第七至九章着眼於珠三角最具代表性的宗族333

石头霍氏!以霍氏建设宗族的经历来管窥广东宗族体系的样貌# $大礼议'

之後!霍韬在京城显贵!乡里族人也逐渐通过开发沙田(接受投献(垄断墟

市(投资盐矿等方式积累大量财富!?且建立大宗祠!合祀各房祖先0在小

宗范围
%

合爨0设社学(书院教育後代#霍韬种种建设宗族的努力既约束族

人(团结乡里!也以不断的科场功名维家族的势力和地位#霍韬对祖先世

系的描述中!最早记
-

珠玑巷的移民故事0到明末清初!意味着非汉族土著

身份的 $秦移民
(

'逐渐被 $珠玑巷传
(

'取代!?在屈大均的 )广东新

语*中形成标准化
.

事模式#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

l

地大家族中原出身的

意识和愿望越发
W

烈!以图获得成
$

名门的条件和正统性#以霍氏
$

代表!

广东地区形成独特的以宗法理想
$

核心的宗族体系0同时!在宗族普及过程

中!其特质泛化!具备多重功能!成
$

生
/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织#

第三部份题
$

$乡绅和宗族 '!共四章!主要讨论在儒教化潮流影响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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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明末广东社会和宗族的实态#万中後期!

8

使四出!广东地区被加徵

每年"#万两商
8

!又向州县加派以弥补军饷开支0与此同时!大量福建商人

包揽海外贸易!支配广州市场!抢夺本地乡绅的利益!引起地方利益共同体

与
8

使(外省商人等外来集团之间的矛盾#明末!外省商人对广州米市的支

配导致米价腾贵!发生抢米暴动!乡绅承担起省城的救济等公共事业!试图

掌握流动人口#而拥有特权的乡绅和下层民
'

的阶级分化!导致城市的坊
;

制逐渐解体0乡绅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生活形态!加深与民
'

之间的利益矛

盾#本书最後两章以崇祯年间广州府推官
~

俊
V

所编)盟水斋存牍*

$

主要

史料!分析明末珠江三角洲的乡绅和宗族#该文献中关於宗族的案件!涉及

沙田纷
Q

(乡绅
R

暴(海外贸易(族
%

承继等问题#在处理纷
Q

的过程中!

以大宗祠
$

中心!主持祖先祭祀的宗子和作
$

官方代表的族长共同维持宗

族!是广东宗族体制的特色#明末!珠三角的大家族依然延续嘉靖时的经营

形态!乡绅势力较弱的香山县成
$

邻县乡绅
Q

夺利权的场域0以
4

佐(方献

夫等
$

代表的乡绅宗族!在向$宦族'上升(城居化的同时!参与沙田开发

和纷
Q

!与乡里保持密切联0由於投献(寄庄等行
$

!有力宗族和弱小宗

族之间形成阶层差?0在宗族的人际网络中!奴仆(市棍等成
$

乡绅权力在

地域社会的实际执行者#

附篇收
-

作者总论宋代以後的宗族和族谱的两篇文章(对臼井佐知子所

著)徽州商人研究*的书评!以及"##+年("#%#年两度赴广东省罗定市(郁

南县进行实地调查(寻访
}

人??的考察记
-

#

依据各篇写作的时间先後!作者的视点从明代中後期广州城(佛山镇等

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的乡绅和宗族!延伸到明末广东的社会和经济层面!扩

展至周缘山间地带的民族问题!从多种角度分析广东地域社会的形塑过程和

影响因素#本书关心的不仅在於宗族组织的形式和
%

涵!更主要观察这一时

期的宗族和乡绅在地域社会扮演的角色!揭示魏校(

4

佐(霍韬等人以儒家

文化构建社会秩序的努力!从不同人群的视角看待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和交

往!以把握作
$

$中间层'的乡绅如何维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关#在魏

校
>

祠兴学之馀!进入儒教文化的地方士绅利用(改造旧有的民间宗教!使

之在国家礼制的外衣下与祖先祭祀融合!经过反复漫长的过程#到了明末!

社会流动和阶级分化更甚!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乡绅更加积极地参与地方事

务!发挥社会影响力!宗族之间既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被各类势力人群依

附!

/

生格差和对立#作者
$

我们呈现的的例子大多发生在省城广州(重镇

佛山等经济发达地区!揭示出乡绅势力较弱的香山县在沙田开发中处於被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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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的地位0珠江三角洲
%

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也造就不同的社会结

构!影响乡绅及其宗族在地域社会支配程度的因素值得多方考虑#

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在
l

西(

l

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山间地带!王朝的控

制手段和社会的支配方式都截然不同#山中的$

}

民'与沿海的$

�

民'一

样!都
a

离於里甲制之外的$无籍之民'#经过明代中叶的动乱之後!广东

地域社会的秩序被重新整合!王朝力量深入到$化外之地'!

}

人等非汉族

群被迫改变生计方式!成
$

国家的编
G

齐民#作者以罗定州的设立和建置
$

切入点!考察
}

乱前後的社会状癋!但是对於王朝$据点式'管理的实际效

果!纳粮当差对
}

人社会的实际影响所涉较少#宋明以後的南方少数民族地

区!王朝国家与本地土著族群之间的关经历杂的变化!既是国家政治控

制和文化扩张的进程!也是土著族群适应王朝支配体系!转变身份和角色的

历程#所以! $华夷之间'?不只是王朝国家和儒家士大夫推广教化的单向

过程!在作者所谓$儒教化'的背後!或许还包含着少数族群有所保留的一

面!

}

人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独立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仍然存在着文字(仪式

等多元文化传统#因此!在进入王朝国家的统治後! $

}

人'称呼背後的族

群实质如何!存在着怎样的身份和认同!族群
%

部可能的分化是如何演变

的0西江流域的
}

人与珠江三角州等周边地区有怎样的交流和联!是否存

在
}

人因失去生计而被迫向南迁徙的可能0王朝的州县管理能
?

多大程度控

制少数民族地区!与
}

人的战
Q

对於地域社会意味着什
A

/当研究区域从作

$

核心的珠江三角洲扩展至周缘地区!仍有诸多话题等待深入探讨#

张叶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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