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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四库系列丛书中的明人谱牒序跋为基本史料，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
统一的方法，对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过程中，还较多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谱牒序跋进行统计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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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  第一节 元明鼎革之际家族的陨落和升腾    一、旧望族的陨落      （一）赀产荡尽      （二）流
离失所      （三）人口亡绝    二、新家族的升腾    三、战争与迁徙  第二节 明代制度因素作用下的家族
社会流动    一、明初多项制度的出台和家族上行途径的畅通      （一）安抚流民、鼓励垦荒：为家族向
上流动开辟广阔空间      （二）限制豪族、迁徙富户：为家族向上流动创造公平环境      （三）“三途
”并举选拔官吏：为家族向上流动疏通多种渠道      （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为家族向上流动提供
持久机会    二、明代中后期中央政策的失效和家族上行渠道的壅滞      （一）官贪吏污      （二）土地兼
并      （三）赋重役繁  小结第六章 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永乐、宣德之际江西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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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分配    一、以入仕、声望等为载体的政治资源    二、以土地、家产、水利等为载体的经济资源    
三、以私塾、学校等为载体的文教资源  第三节 崛起家族对泰和地方的回馈    一、建设文化，树立地
方风教    二、积而能散，维持地方稳定    三、引掖后进，壮大地方入仕人群  小结余论 科举与社会分层
之相互关系及其他附录：1595篇谱牒序跋编号及来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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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第一节 谱牒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本节是对四库
系列书中1595篇明人谱牒序跋所涉家族地域分布的量化显示和分析。
在进行统计之前，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其一，考虑到明人在著述中所体现的是当时的地域意识，本
书的相关讨论便以明代的行政区划为标准。
明政府对全国疆域进行政区——府、直隶州（府和直隶州行政地位相当）——散州、县（散州和县行
政地位相当）三级行政划分。
政区设置过程大致为：洪武三年（1370年），全国共分12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无四川、云南和
贵州三省区。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京师南京外，全国共分为浙江、江西、福
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使司。
洪武十五年（1382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永乐元年（1403年），以北平布政司为北京，其后又设交趾布政司。
永乐十一年（1413年）又增设贵州布政司。
除交趾布政司在宣德三年（1428年）罢止外，全国最终定为南、北直隶和13布政司。
与当今行政区划相比，南直隶不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湖广不分为湖北、湖南两省，甘肃、辽宁也不
从陕西、山东两个布政使司中划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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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略为修整而成的，系属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B404）成果。
以“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以1595篇谱牒序跋所涉家族为案例”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完全得益
于吴宣德先生的推动和指导。
2004年，承蒙吴先生的厚爱，接纳我为其弟子，使我有幸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
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为培养我独立整理、研究文献的能力，吴师将其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基金项目“明人
谱牒序跋辑略”交托给我，而这也正是我所希望承担的。
在对四库系列丛书中的明人谱牒序跋进行系统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一篇谱序往往浓缩了一个家族
的历史。
在各家谱牒序跋中，除通常说明所涉家族的源流、族姓的来源、家族的迁徙过程等之外，有的侧重介
绍家族的发展前景，有的特别提出家族的地位和影响，有的强调叙述家族所在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对
家族发展的影响，有的对族谱的体例和功能着墨较多，有的对世族的形成及维持进行重点探讨等等。
显然，这些均是研究明代家族的重要资料。
其时，我又陆续看了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发现似乎从来没有人把家族作为分析单元来研究明代中国
的社会阶层及其流动，而在一个完整的朝代进程中考察家族的变迁，不仅于古有重要的展现和揭示意
义，于今更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利用明人谱牒序跋资料所揭示的信息来具体讨论这一问题的念头由此而生。
在吴师的肯定与鼓励下，我开始将想法付诸实施。
从文献整理着手进行研究，对练就一身扎实的学术功底好处自不必多言，但是又何其难矣！
由于没有轻便的检索工具可以利用，而又生怕有所遗漏，我在整理谱牒序跋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为原始
的笨办法，下了诸多的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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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是由宗韵所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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