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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题为《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的著作，是我最近几年所写的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家族文化的一
些专题学术论文的结集。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东晋南朝时期士族之文化，其中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为主
体，涉及各家族家学门风的不同侧面。
对于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当时最为显赫的士族门第，以往学界论之者众，我则重点考察谢安之
家教、琅邪王氏与佛教之关系，以及这两大士族群体在晋宋之际社会转折关头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与选择等。
对于以往涉猎较多的问题，如琅邪王氏与天师道、王俭与江东人士的关系等，或尽可能更为全面、系
统，或更为深入、具体地展开考察。
相对而言，庐江何氏应为当时士族社会中的“小族”，而非王、谢那样的权势门第，以往关注者不多
，我专题考述其家族与东晋南朝诸皇族的婚姻、与琅邪王氏的交往及其家族人物的政治态度，特别深
人论述其家族代表人物在礼法实践、佛教信仰、玄佛交融、隐逸诸方面的具体表现，揭示了其家族文
化的基本特点。
江东本土士族吴兴武康姚氏也是一个“小族”，其家族兴自汉魏，盛于南北朝后期和隋唐时期，传承
数百年，本文通过对其门风与家学的具体论述，力图揭示其内在的文化特征，比如其家族代表人物以
医术为“家业”，以及在南朝后期特别在人北后对其家族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这一部分收入的有关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河东柳氏的文章，是对南朝时期勋贵的研究，从其家族
军事、政治地位上升后，其代表人物日益“士大夫化”，揭示了其家族文化面貌不断趋于“士族化”
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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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1962年生，江苏南京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
中国古代中古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汉
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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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希企隐逸之门风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佛教之关系　　一、“二何佞于佛”：东晋何充、何准兄弟
之奉佛与护法　　二、“奉佛素谨”：刘宋何尚之奉佛之表现及其对当时佛教传播的影响　　三、玄
佛交融：齐梁之际何氏诸位隐逸之士与佛教之关系?　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家学及其家族地位的升
降　　一、姚氏之家世及所谓“东皋贱族”与“家世素士”问题　　二、忠义与孝义：姚氏家风之基
调　　三、姚氏之“家业”：经学、史学与医术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南朝彭城武原到氏家
族门风之演变　　一、“宋得其武”：刘宋建国前后到彦之以军功显名　　二、“梁得其文”：齐、
梁时期到氏子弟之名士化及其崇尚文学　　三、余论：由到氏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
题　南朝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　　一、“起自将帅”与世为功臣：南朝柳氏人物之尚武
及其家族地位之提升　　二、齐、梁柳氏“东眷”门风之雅化及其门望之提升　　三、结语下编 南朝
皇族文化研究　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　　一、引言：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刘裕　　二、
关于刘裕之“家本寒微”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　　三、刘裕之“颇慕风流”及其“议创国学”之效用
与意义　刘裕与佛教高僧之交往及其对佛法之奖挹　　一、刘裕礼遇、迎请高僧大德，以稳定政治局
势　　二、刘裕利用佛教制造神异符瑞，以利于其篡晋造宋　　三、刘裕延揽高僧，对佛学义理讲论
与佛经翻译的推动作用　　四、刘裕倡佛与其个人信仰之关系　　　宋武帝刘裕之倡导节俭及其影响
与原因　　一、刘裕个人生活之简朴及其倡导节俭之表现　　二、宋武帝倡导节俭之社会影响及其相
关政策　　三、刘裕倡导节俭之原因及其相关家教之局限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之
表现　　一、刘裕之“本无术学”及其表现　　二、刘宋皇族子孙在文化上之普遍“庸鄙”化　　三
、刘宋皇族子孙在行为上之无视礼法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一、宋文帝及
其子孙经史学术之积累与表现　　二、宋文帝及其子孙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积累与表现　刘宋公主之婚
媾、“骄淫无行”及其对政治之干预　　一、史籍中所见刘宋公主与士族社会之婚姻关系考　　二、
刘宋公主“莫不严妒”与“淫恣过度”及其原因　　三、刘宋公主对朝政的干预及其他　兰陵萧氏早
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一、对《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谱系的质疑和辨析　　
二、东晋南朝兰陵萧氏的“北来次等士族”之背景及其变化之机缘　　三、余论：对萧道成“吾本布
衣素族”说法的一点辨析　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其门风与家学　　一、兰陵萧氏“皇舅房”
之兴起及其对萧氏宗族发展之影响　　二、兰陵萧氏“皇舅房”之门风特征及其变化　　三、兰陵萧
氏“皇舅房”之学术文化积累　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变化与文化积累　　一、齐高帝萧道成
之文化素养　　二、萧道成父子重视家教及其子弟崇尚礼法之趋向　　三、萧道成重视经史教育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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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的学术修养与建树　　四、萧道成提倡文艺及其子弟的相关表现　　五、萧齐皇族子弟热衷于博
物学与文物保护　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业绩　　一、萧梁皇族之经史著述与学术成就　　二、萧梁皇
族人物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一、梁武帝早年所受之教育及其
儒学修养　　二、梁武帝萧衍之经学著述及其影响　　三、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及其以经术取士　　
四、梁武帝之制礼作乐及其影响　　五、梁武帝之倡导玄学及其经学之玄化　萧梁皇族之崇尚玄学、
玄风及其原因与影响　　一、梁武帝及其子孙之倡导玄谈及其对学风的影响　　二、萧梁皇族子弟生
活方式之名士化及其表现　　三、萧梁皇族耽湎玄谈之原因与影响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
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一、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考　　二、入北萧梁皇族人物之学术文化修养
及其文化业绩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其整饬门风之失败　　一、“情同一家”：梁武帝优遇
萧齐宗室子弟，营造同族和睦的氛围　　二、“梁之不纲，于斯为盛”：梁武帝对嫡亲兄弟子侄的溺
爱与宽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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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谢安培养其子弟之政治态度，还有一则故事。
《世说新语·言语篇》：“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
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日：'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注引《谢车骑家传》载：“叔父太傅尝与子侄燕集，问：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于赐予
，不过斤合，当有旨不？
'玄答有辞致也。
”这里涉及政治观念的问题。
山涛是著名的玄学家，其从政自有不得已处，可谓玄学政治家共同的困惑，而非一般清廉与贪婪的问
题，谢玄的回答颇得其要领，故史称其“答有辞致”。
谢安通过诸如此类的家教，目的是希望其子弟领会玄学政治的根本理念，从而对现实政治表现出一种
融通的态度。
不过，作为其家族的核心人物，谢安在倡导玄学政治理念的同时，也表现出特别务实的作风。
毕竟，当时的士族尚处于上升期，有其积极进取的一面，对社会与民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从
提升门第的角度说，他们也必须致力实际军政。
这就决定了世族家教必须培养其子弟的军政能力。
自谢鲲以来，谢氏人物多属任诞名士，谢尚、谢奕、谢万等无不如此，这影响到其家族的发展。
因此，谢安致力修正这一门风。
谢安对其弟谢万的训导，可谓细致入微。
谢万出镇，谢安以其狂放，于是一再随其出镇，力图匡正。
《太平御览》卷七〇一引《俗说》：“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
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前，叩屏风呼万起。
”谢安随谢万至吴兴任上，甚至督促其早起，至于其他行政事务，自然事事关心。
谢万任豫州刺史，谢安又随其赴豫州，《世说新语·简傲篇》载：“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
抚慰众士。
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日：“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
万”从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

编辑推荐

《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出版得到江苏省教育厅2009年人文社科项目“南朝皇族文化研究”项目
、扬州大学人文社科“东晋南朝家族文化研究”项目、扬州大学出版基金、扬州大学中国古代史重点
学科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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