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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與宗族整合
溫春來

流坑有感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悠悠古村流坑，依山環水，位於江西省樂安

縣西南三十多公里的牛田鎮。她得天獨厚、奇跡

般地保存了綿延數百年的歷史文化遺存，古雅悠

深的明清建築、內容豐富的碑刻極聯、問翔如生

的雕刻壁畫、各式各樣的廟宇神殿、口耳相傳的

供聞掌故，讓人倘佯其間，流連忘返。今年7

月，我作為 “江西歷史文化考察" 的參加者，有

幸得游此村，面對內涵如此宏富，涉及到歷史、

文化、藝術、民俗等諸多方面的活博物館，興奮

之餘，叉感茫然無緒，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況

下，無論談什麼都難免掛一漏萬，或近於皮相之
至此。口V弋

流坑的居民以董姓為主，徙居此地的時間已不

可考，我們今天所見的村落，就是明代萬歷年間

刑部郎中董燈所設計和規劃的。從帶有軍事色彩

的佈局來看，不難窺知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之下，

設計者置安全、防禦於重要地位的苦心。

遠遠望去，一道城牆婉蜓曲折，形成了流坑的

屏障，而自西南方進儷而來的烏江水，繞村南、

東、北而過，猶如一條護城河。順著河邊小徑，

步入村庄，入口處一座關堡式的磚樓一一拱廈門

赫然而立，這座歷盡風霜、蒼苔叢生、毫不起眼

的敵樓，想當年保衛村落，也會風光一時。 HJ亂

明房)拱震門敵樓!難神碑文》載: “村口空缺之

處，立有敵樓。上塑漢代帝王將相，以及(難神等

百有餘像，而巴享血食，下有門戶，以回吾園。遇

有盜賊，足以阻遍，真所謂 .北門鎖鑰' 者也。

因名之日 ‘拱廈門殆有深意，故彰彰不朽"(周

鑒書主編《千古一村-- - 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

頁400)

村子較大，有3.61平方公里之廣，街道巷子

縱橫交錯，有如迷宮一般。靠了梁鴻生教授的介

紹，我才看出村中的內湖一一南北向的龍湖將流

坑分成東西兩個部分，而以東邊為主体。東部房

屋從南向北延伸，形成(東西)七橫(南北)一

縱八條大巷的布局。走在寬兩三米，以卵石鋪地

的巷道上，可以看見每個巷口均有小樓，多廠區

額極聯，裝點村落。這些小樓除下通出入，上置

公產外，還具有關鎖、瞭望、禦敵、敬神等功

能。無論是明代還是清代的建筑，牆面都很少開

窗，據說這種設計利於防盜。

董健對流坑的規畫u '是他整合宗族的重要行

動之一。其他措施還有修書院、講，心學、建族

祠、講武備等，其核心在於用儒家的倫理和精神

規範族人的行為，以一系列軍事化的方法改善村

庄防禦狀況，藉此增強宗族的凝聚力及自衛能

力。

筆者感興趣的是，帶有濃烈軍事色彩的宗族

整合，其社會背景究竟是什麼?江西地近閩粵，

在明代除了本身社會的動蕩外，還常常受到所謂

閩廣流寇的騷擾，嘉靖四十年(1561)，流坑便

在閩廣鐘凌秀農民起義軍的兵亂中遭受浩劫。董

健對村庄的整頓，正是在此之後的第二年，此次

兵獎之禍，對董燈的刺激頗深，在《董氏大宗祠

祠規》中，他沉痛地寫道: “適者承平日久，閩

廣流寇長軀(驅)深入，如底(抵)無人之境，

坐不知兵耳。今若使子弟知兵，大則衛國保民，

小則宜家保族，叉何患大盜之危害哉?" 因此，

他要求 “自今以始，合擇子弟中有才智勇力者，

教之習射。使步箭、馬箭、論策三場閑(嫻)

熟，應期進取，以繼先世之業。其次於每歲收成

之後，各房擇子弟義勇者，公出力請教師，修或

器，習武藝，以為地方之防"({千古一村 流

坑歷史文化的考察》頁359-360) 。由此使人聯想

到，應付社會動亂可能是董健及其他族中精英整

合宗族的基本動因之一，也為他們的改革提供了

足以服眾的理由。

各神軍事化的措施，不但是宗族整合的重要

內容，而且還是一項公共活動，成為宗族凝聚力

的源泉之一。請看《樂芭流溪董印明房(難神會

略》

古者歲終時而攤，吾鄉之舉此神，亦猶行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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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我 先祖立廟北垣 ' 就拱寢門上架造敵樓 ， 中

帝 ， 旁納諸!難神面 。 所由 來者 ， 吾族地

居谷口 ， 實為閩廣山寇經途 ， 擾攘之時 ， 屢遭其

害 。 我先世嘗修武備 ， 借戲舞以為訓練 ， 內以靖

其氛 ， 外以御其侮也 。 然而事雖近戲 ， 而周禮不

廢 ， 似亦未敢厚非 ， 一舉而兩得 。 古之人有行之

者 ， 吾何為獨不然哉 ? 因以紀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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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 月 ， 弟子操習拳棍團牌 。 新春之 月 初 ， 結

台演戲 ， 裝扮古傅 ， 成部教演站陣兵法 。 凡房下

喜慶 ， 俱得藉以致賀 。 元宵裝扮神像 ， 掃蕩街

巷 。 是夜 ， 況掃廟樓龜座 。 中夜 ， 房長率眾行四

拜禮 ， 祝神安位 。 即將經年竹宵雜穢著送至樓下

塘患上焚化 。 回身復行四拜禮 ， 關閉宮寢如常 。

( < 千古一村 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 》 頁 的 1 ) 

以上感想 ， 或有不妥 ， 敬請諸君子斧正 。

南雄珠磯巷 中的捐款碑
黃海如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在廣東許多族譜中 ， 都提及散居珠江三角洲

諸族姓 ， 始遷 自 南雄珠磯巷 ， 我為此一直很想到

珠磯巷看看 ， 籍著這次考察活動 ， 終於得償所

願 。 而在珠磯巷中給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各 “宗

祠" 內的捐款碑和告示 。 剛剛進入珠磯巷 ， 鄭振

滿老師就提醒我注意各宗祠內的碑刻 。 在 “巷"

兩旁分別題有 “何氏宗祠" 、 “張氏宗祠"

“劉氏宗祠" 等等區額的低矮房屋中 ， 果然發現有

不少用黑石淺刻的 “捐款芳名錄" 以及手寫的

“告示" 和 “功德欄" 。 例如在 “鄧氏宗祠" 中貼

有一份白 底黑字的 “告示"

告示鄧氏宗親們 : ( 造份 2 1 0 方元 ) 鄧氏大宗祠

( 鄧氏紀念館 ) 自 去年九月 動工興建 ， 地點在雄余

公路傍胡妃紀念館左側 ， 現工程進展很快 ， 已進
入安裝階段 ， 預計今年 6 月 可完工 ， 但資金仍尚

缺 ， 希廣大宗親蹄躍捐資 ， 為宗祠添磚加瓦 。

獎勵辦法 ( 個人或單位 ) 如下

1 . 捐款 1 00 元以上者勒碑留名

2 . 捐款 5000 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鎮六寸瓷像

3 . 捐款 l 方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鐵八寸瓷像

4 . 捐款 3 方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鑽十寸瓷像

5 . 捐款 5 方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鑽十二寸瓷像

6 . 捐款 1 0 方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鑽十二寸并以一室

命名

7 . 捐款 20 方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鑽十四寸瓷像并以

一室命名

8 . 捐款 50 方元以上勒碑留名鎮十六寸瓷像并以一

室命名留念 。

鄧氏宗親會 一九九九年二 月 十二 日

“捐款芳名錄" 則是幾乎每間 “宗祠" 內都有 ， 內

容是捐款一百元以上者的姓名 、 金額和住址 ， 捐

款者來 自 廣東的多個地方 ， 主要有廣州 、 順德 、

東亮 、 番闊 、 從化 、 南雄 、 中 山 、 江門等 ， 甚至

有香港和台北 。 有意思的是在 “張氏宗祠" 中有

一位張青 ， 來 自 香港 ， 捐款二百元 ， 并標明 “祖

籍江蘇南京" 。

在珠磯巷一倒立有一牌坊 “祖居紀念" ' 內

有一群新造的仿古建築群 ， 分別有 “黎氏宗

祠" 、 “陳氏宗祠" 等 ， 顯然這些 “宗祠" 是募

集到足夠捐款後建造的 。

在各 “宗祠" 的捐款碑中 可以看到 ， 捐款的

人即所謂的 “宗親" 來 自 不同的地方 ， 互不相

識 ， 只不過具有共同的姓氏而 已 。 然 而他們卻可

以為著一個共同的 “祖先來 自 南雄珠磯巷" 的虛

構故事而去到珠磯巷 ， 并響應現在珠磯巷居民的

募捐號召 ， 慷慨解囊 。 可見 ， 盡管是在一個相當

大的地域範圍 內 ， 而且沒有共同的世系關係 ， 沒

有固定的系譜 ， 卻仍然可以通過對珠磯巷故事的

認同 ， 對祖先來 自 中原 ， 標榜正統觀念的認同 ，

而使來 自 不同地方但有著共同姓氏的人聯繫起

來 。

由此我聯想到在清代廣州出現的各姓宗祠 ， 其

建立和存在豈不是與今天珠磯巷中的各姓

“宗祠" 有不少相同之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