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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普遍存在于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
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之间的社会行为，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
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同姓的地缘联合，
不断加深对联宗及联宗组织基础性质、内部结构状态和细节的了解程度。
定将有助于中国宗族研究和基层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

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本书是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研究专著。
普遍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
的社会行为。
联宗，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发生、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或同姓或异姓的
地缘联合关系。
联宗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姓氏学、谱牒学和宗族世系学理论的演变，准确把握明、清以来中国宗
族形态逐渐发生的变动实质，以及近年来正在中国农村中深刻地进行着的传统宗族结构与功能的“转
型”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把国家按血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
，转变为按地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的标志
。
日本著名学者清水盛光在著于1939年的《支那社会的研究》中，也把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形态，分为
血缘性村落和地缘性村落两种，认为地缘性村落是在血缘性村落解体的基础上出现的(即从单一姓氏村
落演变为异姓混居村落)。
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血缘性社会组织的狭隘性和传统宗族制度的落后性的批评，以及推出的
一系列经典性的研究范例，大多也是以类似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或前提。
这当然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事实，但却不能说已经涵盖了一切，至少它没有意识到还存在着联宗一类
社会现象。
联宗作为一种发生在基层社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通过联结同姓人群之间共同的姓氏符号，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血缘认同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满足共同的功能和利益，反映了各同姓宗族之间相邻或相近的
地缘关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联宗，特别是集中于一时一地的联宗运动，对地域社
会的形成和运作，对民间生活的组织、活跃、协调和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类作用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现代条件下新一轮联宗运动的发生，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
化。

中国历史上联宗的存在和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说明，它能比单纯的宗族结构、宗族功能研究更直接也更
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机制和实际内涵。
出于联宗较多地发生在明中期以后，因此，如要准确地了解明、清以来中国农村地域社会发展演变的
历史，联宗显然是一个非常恰当并具有广阔研究前途的学术视角。

就中国宗族制度史本身而言，联宗也是值得认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宗族发展史上，宗族本源与宗族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趋势，即所谓分、合关系，可说是
宗族观念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主题，受到历代学者始终如一的关注。
如果要大致地对有关成果的特征作一阶段性划分的话，明代或许可作为一条时间上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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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先秦至两汉的理论家们建立了以大宗为主、小宗为副的宗族世系理论；魏晋至唐末、五代
的学者和官僚，则在政治领域对联姓的意义及功能作了充分的讨论。
宋代是一个过渡阶段。
政治环境的改变，民间宗族的分化和小型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当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寻找
一种既能联结过去，又可面对现实的解释策略，所谓欧、苏谱式，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种以小宗世系为
主体的模型。
明代以后，中国各地区(以华东、华南为主)的宗族普遍出现了在同姓之间建立程度不一的联合关系(或
合族，或联宗)的趋势。
体现了这一趋势的是大量的联宗类谱牒的编撰。
经正式著录的联宗类谱牒至少已知有上百种。
同时，在各种家谱、族谱、宗谱中(特别是在以“宗谱”命名的谱牒中)，也包括了关于联宗活动的大
量记录。
联宗在明代以后成为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或满足于对联宗的丑化和简化，不仅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联宗问题系统的专著
，论文也仅寥寥数篇，甚至对联宗的定义亦未见认真的讨论。
对于高度重视宗族问题和基层社会结构的中国社会史学界来说，这种状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本书中，笔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和现代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充分总结国内外学术界
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历史上的联宗和联宗组织，作综合性的考察。

本书正文共分10章，分别是： 关于联宗的分类和基本定义；与联宗有关的学术史概述；中国古代的姓
氏制度；联宗历史溯源之一： 同姓联结；联宗历史溯源之二： 通谱；联宗历史溯源之三： 中国古代
世系学；联宗与行辈字号；联宗世系学；同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异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
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的贡献主要是：
一、 确定了联宗的基本定义和研究范围；
二、 建立了联宗研究的学术简史；
三、 追溯了联宗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族世系学的关系；
四、 归纳了联宗的主要类型；
五、 探索了联宗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方法和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现阶段联宗研究的难点，或者对于研究者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构筑一个基
本的学术框架，提出和回答一些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用实践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联宗研究？
联宗研究究竟可以或有希望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本书的着力点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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