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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以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认
为中国宗族研究应该具有“典型学”的意识，即集中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各
类宗教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应该从探讨宗族的功能特征转向分析宗族的系谱性结构特质，强调采取文
化人类学的“主位方式”即把被研究者移到主位，把当事人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用
主位方式进行研究，研究者用人们必须懂得的范畴和规则知识，能像当事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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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杭，男，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人类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社
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5篇；出版《周代宗法制度
史研究》等专著，《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等译著共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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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家庭、家族与宗族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一一钱杭、《学术月刊》谢宝耿编审谈话录论
中国古史上的“姓”与“氏”中国古代世系学研究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族”与“前宗族时
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世系观念的起源及两种世系原则帝系：传说时代的世系观念及
其表达方式关于联宗的分类和基本定义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论通谱谁在看谱？
——与族谱性质有关的一个问题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
历史与现实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农村家庭的结构变动与当代
宗族的转型——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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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类联宗不以个人为单位，而以同姓宗族为单位，形成的是一种同姓地缘联盟。
这一联盟的性质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其具体的组成单位，是各地各村中独立的宗族组织；各宗族原
有的权力关系、祭祀关系、财产关系、继承关系，并不因参与联宗而有重大改变；形成的联盟在功能
和结构上也远远超越了各宗族原有的范围。
其功能特征在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宗族历史的重建，以后则有所扩展，利用联宗的成果，在科举、商
业、水利等方面实现同姓间的相互合作。
第二种是在宗族世系关系（无论直系或旁系）不很明确的若干个同姓宗族之间的联宗。
仍以东莞、新安邓氏联宗为例。
清雍正十年（1732年），原有的联宗范围出现扩大的趋势。
除补充了原属于五大房的11位祖先牌位之外，居住于广东省广州府七县（顺德、三水、南海、增城、
从化、番禺、新会）境内，其族群系统（内含大量客家系）、移居过程与五大房没有多少关系的一批
邓姓宗族，通过捐款的方式，也加入到已有的联宗组织当中。
这样，邓姓地缘联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经过共同认定的祖先达到了204位。
明嘉靖九年（1530年）徽州祁门张宪、张阳辉发起的张氏联宗亦属此一类型。
据《张氏统宗世谱》卷一公布的联宗规模，张氏以西汉张良为一世祖，上溯始祖挥公，下迄明中叶各
地衍派共117支。
其中江西44支（饶州府43支，广信府1支），南直隶52支（徽州40支，宁国府6支，松江府2支，苏州、
池州、凤阳、徐州各1支），陕西西安2支，北直隶顺德、顺天、大名、保定各1支，山东东昌、湖广襄
阳、荆州各1支，浙江金华、绍兴各1支，广东韶关1支，四川眉州、成都、汉州各1支。
构成这一类联宗的基本要素，一是必须同姓；二是必须认同某一个或某一组共同始祖；三是必须有密
切的地缘联系和共同的功能需求。
从已知大部分联宗的实际情况来看，此种类型所涉及的规模比前一种类型更大，在宗族间联宗案例中
所占比例亦不低；尤其是这类联宗往往与前一联宗类型结合在一起，或产生于前一类型的形成过程之
中。
这一类型的联宗，在理论上体现了联宗一合族这两种相关现象最主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
联宗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种类型。
第三种是基本没有世系考虑，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宗族实际生活圈子之外的全省、全国甚至全球
的联宗，如所谓世界李氏联宗，全国陈氏联宗等等。
虽然也冠名为联宗，并可以互通信息，交流感情，但由于内涵已过于宽泛，差不多失去了任何约束力
；其功能只是强化族源认同意识，具备一定的文化意义而已，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建立在具体功利目
标基础上的同姓地缘联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

编辑推荐

《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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