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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以“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文
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互动关系。
通过对文氏、王氏、叶氏、彭氏、潘氏等家族的深入挖掘，系统分析了家族迁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
化互动，以及家族通过婚姻、科场、仕途、结社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着苏州社会风
尚的走向，扮演着“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社会角色。
在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文化世族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
近代西学东渐，苏州文化世族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
，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
苏州文化世族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各项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的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各
具特色的家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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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
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江南社会文化史，重点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群体以及相关之话题，
偏好长时段视野下的区域社会实证研究，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一书中提出了“文
化权力”的分析概念，先后主持国家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江苏省和浙江省社科规
划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等课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

书籍目录

绪论 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第一章 明清苏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
一、六朝以来的国家制度与苏州宗族观念
二、苏州士人与宗族建设
三、苏州文化世族的类型与角色
结语
第二章 长洲彭氏的科举道路及其家学
一、长洲彭氏的科举道路
二、长洲彭氏的理学思想
三、长洲彭氏与江南居士佛教
第三章 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以大阜潘氏为例
一、大阜潘氏由徽入苏的土著化过程
二、苏州潘氏对徽州文化传统的继承
三、潘氏入苏之后的家风转变
四、徽苏两地潘氏家族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动
第四章 社会网络与文化传承
一、文氏的社交网络与苏州的文化谱系
二、汾湖叶氏的文化特色与交往选择
三、清中期长洲彭氏的婚姻与交游网络
第五章 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文化世族--以江南减赋活动为中心
一、江南重赋：经济形式下的政治矛盾
一、成同之际江南的社会危机与朝野权力关系的变化,
三、苏州潘氏家族的社会网络与江南减赋的成功
第六章 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
一、长洲彭氏与江南劝善思想的传播
一、长洲彭氏与苏州地方公益事业
三、潘氏家族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江南政局
四、承平年代潘氏的社会角色
第七章 世族家风与苏州世风
一、文氏“市隐”的政治态度与“和而介”的处世哲学
一、莫厘王氏的“求实”思想与“经世致用”实践
第八章 近代社会变迁与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
一、实学与西学：苏州文化世族教育转向的内外资源
一、科举废除前后苏州潘氏家族的教育转向
三、近代莫厘王氏的“中体西用”观与教育转向
四、文化世族教育转向的特点与影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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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苏州宗族制度的发展可以上溯到六朝之孙吴时期，支撑着孙吴政权半壁江山的就是当
时的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和吴兴沈氏、义兴周氏等豪门右族。
南朝之后，随着门阀政治的衰落，江南宗族组织也开始分化。
据刘宋周朗称：“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
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
”尽管周朗不满于这一现象，并主张“宜明其禁，以革其风”。
然而这种家庭形式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当个体家庭（核心家庭）有能力独立生存
下去，并且为避免家族内部因财产发生矛盾而要求独立出去时，这种要求就不仅仅是某个家庭的要求
，而是一种社会的要求，个人是无法阻拦的。
隋唐之后，为了适应新兴的寒门阶层的需要，逐步确立了科举制度，士族门阀制度日趋没落，到宋代
已经形成名副其实的“科举社会”。
在科举社会，科举资格和官僚身份不能世袭，社会阶层流动加速，加之家产均分的继承制度，士大夫
难以避免家族身份和地位没落的宿命。
苏轼认为：“今世之公卿大臣贤人君子之后，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远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
”为了避免这种宿命，北宋中叶理学家张载最早提出了重建宗族的设想。
他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学世族与立宗子之法。
”“宗子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
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散族，其家不传⋯⋯如此则家且不保
，又安能保国家！
”张载还具体谈了设立宗子的方法，主张宗子的人选应该兼顾嫡长与仕宦两个条件，并优先考虑仕宦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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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是江南文化世界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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