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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题史系列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给《中国宗族史》出一个新版，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中国宗族史》问世业已十五
年，学术界对宗族史的研究可以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对宗族的属性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特
别是对近当代的宗族、宗亲活动，开始突破“封建宗法”、“封建主义复辟”的定性，向多元方向的
视角去考察它，因而宗族史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
我们的研讨同样有了新进度。
这次增订，主要是将我们的、学术界的新见解反映进来，而且基本上是增写，扩充原来的内容约二三
成。
此次修订，由浙江版的负责人冯尔康和常建华主持，我们和刘敏教授、阎爱民副教授共同执笔，并由
常建华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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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尔康，1934年生，江苏仪征人。
1959年开始执教于南开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2002年退休。
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
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主编并主撰《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等书。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史
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宗族史与族谱学研究，著有《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明代宗族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合作编著《中国
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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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宗族生命力及宗族史探讨价值第一节 宗族史研究概况一、宗族史研究的论著二、宗族史研究的
成绩三、宗族史研究的缺陷第二节 宗族定义和宗族史研究对象一、什么是宗族、家族二、宗族史研究
对象与范畴第三节 宗族的发展变化一、宗族发展史的分期标准二、宗族发展的五个阶段三、宗族发展
的规律第四节 宗族的功能与宗族的生命力一、宗族的政治功能二、宗族的社会功能三、宗族对社会的
适应力和生命力第五节 宗族制对历史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一、宗族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二、宗族史研究
的学术价值三、宗族史研究的社会意义第一章 上古分封社会的典型宗族第一节 中国史前时代的宗族
第二节 世族制下宗族的形态特点及演变一、殷商时期二、西周时期三、春秋时期第三节 商至春秋时
期几项主要的宗族制度一、宗法等级制二、婚姻制度三、姓氏制度四、宗庙祭祀制度五、墓葬制度第
四节 世族制度的瓦解与宗族的衰微一、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二、族人与宗族关系的变化第二章 中
古士族制与宗族第一节 秦汉时期以食封贵族为主的宗族一、分封制瓦解后的宗族与宗族组织二、宗法
开始下移三、世家大族向士族转化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土族社会中的宗族一、等级社会中的宗族与宗族
内的等级结构二、宗族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一体化三、门第通婚与士族的文化垄断四、宗族的迁徙与南
北方宗族发展的特点第三节 隋唐时代士族宗族制的败落一、新旧士族的斗争与士庶界限的缩小二、科
举制对士族的巨大冲击三、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与宗族离析四、士族宗族的彻底败落五、中古宗族制度
与士族社会的特征第三章 宋元科举制下宗族制度的发展第一节 重建宗族制度的主张第二节 庙制不立
与祠堂的设置一、家庙祭祖制度二、祠堂三、墓祠四、寺观立祠第三节 族田的形态一、祭田二、义田
三、义学田第四节 族学的出现一、范氏义学与南宋的族学二、元代的族学第五节 族谱的修纂与收族
一、新族谱的创立二、南宋族谱的修纂三、族谱内容的充实与重视收族第六节 族长与宗族管理第七节
家法与宗族管理第八节 宋元时期宗族社会的特征第四章 明清祠堂族长制宗族的强化第一节 祭祖权的
扩大与祠堂的普遍化一、明代的家庙令与祭祖礼制二、清代祠庙祭祖的违礼逾制第二节 宗族的结构一
、从服制看宗族结构二、从房分看宗族结构第三节 族规家训与族人生活一、宗族乡约化二、族规的兴
起三、赋予祠堂族长以宗族司法权力四、对族人日常生活的要求第四节 宗族的养与教一、宗族对族人
的养赡二、族学与族人的教育第五节 族谱的政治化倾向与体例的完善一、族谱的政治化倾向二、族谱
体例的完善第六节 华北宗族的组织化——以山西洪洞晋氏为例一、洪洞晋氏的兴起二、洪洞晋氏的宗
族组织化三、洪洞晋氏宗族的特性第七节 南方的宗族械斗一、愈演愈烈的械斗与清政府的对策二、宗
族械斗的社会背景与原因三、械斗的社会后果第八节 明清时期宗族社会的特征第五章 近现代移民社
会和大陆社会的宗族第一节 近代以前的移民和宗族一、古代移民的一般情况二、古代移民与宗族三、
古代移民及其宗族的特点第二节 近代移民与宗族一、南洋移民的宗族活动二、台湾移居民的宗族活动
三、近代大陆宗族的特点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宗族组织一、新移民与宗亲组织一般状况二、宗亲会的成
员与管理体制三、工业社会下宗亲会的功能四、现代大陆宗族简况第六章 宗族与社会第一节 宗族与
家庭一、宗族小社会中的家庭二、家庭与社会中介体的宗族三、宗族制度与家长制第二节 宗族与政治
一、从选官制度看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二、家法与国法三、国家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政策第三节 宗
族活动与谱牒编纂一、谱牒的萌生二、士族制与官修谱牒的繁荣三、私家修谱的发展四、宗亲活动与
创建中的新族谱五、族谱的价值及在世界的特殊地位第四节 宗族对社会的适应性一、宗族与社会经济
二、宗族的开放性与活力三、宗族的未来后记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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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上古分封社会的典型宗族第一节　中国史前时代的宗族在我国商、西周时代，宗族组织作为
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宗族属血缘性的父系亲属团体，有共同的、
明确的父系祖先；在组织结构上，它是多级的，包含着一个主干家族与从其分化而成的小家族及这些
小家族再分化而成的更小的家庭组织，彼此间保持着某种形式的宗教的或经济的联系；在此种宗族内
，各级族长在本族内具有支配与统治族人的地位，表现出至尊的父家长权力特点。
这种极有特征的宗族组织在我国历史上起源于何时，其初期形态如何，一直是中国上古社会史研究中
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问题。
商代以前，由于迄今尚未确证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还属于史前史。
这就是说对于商代以前的宗族考察，实际上亦即在史前史研究的范畴内。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就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民族学与田野考古学的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我国民族学界曾热烈地讨论过原始社会的“父系家族公社”（或称“
父系家庭公社”）问题。
有相当多的学者指出，许多古代民族在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之际，都出现过一种可称为父系
家族公社的家族形态。
这些学者根据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对这种家族组织的形态与其制度作了形象
的说明，这些西南少数民族有独龙族、怒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等，解放前它们在社会形态上
大致皆处于原始社会晚期。
以独龙族为例，该民族在解放前共有十五个氏族，每个氏族又分为若干个大家族，这些大家族具有如
下特点：（1）是由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几代子孙组成，故祭祀相同的父系祖先。
（2）以此种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住在一种长条形的大房屋内，中隔为多间，每间居住一户，
即一小家庭。
此种大房聚居制度，多见于西南少数民族）。
（3）生产资料（耕地、工具等）公有，族人共同生产，虽已有核心家庭式的小家户，但其并未有独
立的经济地位。
（4）产品共同消费。
（5）公社内部事务的解决实行民主制，首领有义务而无独断权，亦无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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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酝酿了较长的时间，作者一直在搜集资料，并做局部研究，但迟迟未做整体的总结。
赖有本书责任编辑的督促，始得成稿。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系天津市“八五”规划项目，特志。
本书作者在我对中国宗族社会史作出分期的基础上，分头拟写提纲，朱凤瀚教授拟第一章，阎爱民讲
师拟第二章和第六章第一节，常建华副教授拟第三、四章和第六章第二节，我拟绪论、第五章和第六
章第三、四节，并由我确定各章标题。
写作也是分工进行的，朱凤瀚写第一章第一节，刘敏讲师部分采用了朱凤瀚有关著作的观点，写第一
章第二、三、四节，阎爱民写第二章暨第六章第一节，常建华写第三、四章暨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
一、二、三、五目，我写绪论、第五章、第六章第三节四目暨第四节。
最后由我统稿。
冯尔康1993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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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宗族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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