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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编选的论文集，主题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包括杨念群、许纪霖、行龙、李长莉、唐力行、李金铮、陈春声、钱杭等社会史研究的名家。
所收论文均为首次发表，论题涉及社会史研究的范式探索、未来走向等前沿问题。
书后附录有5万字的新发现史料“山西水利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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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立于1992年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
首任中心主任为已故著名社会史学家乔志强教授，现任中心主任行龙教授，执行主任郝平副教授。

《社会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行  龙
编辑委员：郝  平 张俊峰 胡英泽 韩晓莉 马维强 常利兵 李  嘎
本辑责编：张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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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 李金铮身份认定与籍贯问题：以明清之际金门及邻近海域"海
盗"的研究为中心 陈春声中韩日三国民间祖先崇拜中的祭祀权问题 钱 杭南瀛地区庙会的绕境模式：兼
论祭祀圈、信仰圈与交陪境 谢国兴学术评论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行 龙 胡英泽）资
料选编 山西临汾龙祠水利碑刻辑录 （周 亚 整理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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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的宗族是世系单位，而日本的家庭、家族则是财产单位；中、日两国民间在关于家内、族
内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制度上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区别。
一般来说，中国的家内、族内财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兄弟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优先继承
。
日本族内财产的长子优先制，导致日本在祖先祭祀权上奉行长子独承制；而中国族内财产的兄弟均分
制，则导致在祭祀权上出现了相应的兄弟均承制。
在财产继承的长子优先制，以及祭祀责任主要由长子负担等方面，其实日、韩两国更为接近。
‘在韩国，长子继承父母的大部分财产，同时也承担主要的祖先祭祀和赡养父母的责任。
次子、三子以下虽然也得到部分财产，但与长子所得部分相比，比例相当低。
财产分割以后，长子的家庭称之为“大家”；次子、三子以下的家庭称之为“小家”。
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还可以做进一步讨论，这里只是要说明，在进行中、日、韩三国祭祀权的比较研
究时，应对上述基本问题加以细致的区分。
与日本、韩国的情况相比，中国的祭祀权问题还有更为特殊的一面。
在中国，祭祀权与财产继承权的关系可以很紧密，也可以很松散，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分离。
特别是以“大、小宗”制度为标志的先秦宗法制度解体以后，以世系为唯一前提的“宗子承重”制，
逐渐被遵行世系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等综合选择标准的族内长老制取代，祭祀权与财产权分离
的现象就更加突出和明显。
这一观察角度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祭祀权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且证实第一节 以及本节开始时所
提到的中国儒家祭祀权理论中特重社会身份这一基本特征。
能够反应祭祀权与财产权分离的实例很多，本文主要讨论联宗的问题。
联宗是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
若干分散居住在一个（或相邻）区域中的同姓宗族组织，出于某种明确的功能性目的，把一位或一组
祖先（该姓的始祖或首迁该地的始迁祖）认定为各族共同的祖先，从而在所有参与联宗的宗族间建立
起固定的联系。
这个过程就是“联宗”的过程。
联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参与联宗的各宗族除了应对某一个或某一组祖先加以必
不可少的认同以外，互相之间并不一定需要有真实的世系联系，特别是不需要有确定的旁系世系联系
。
而在宗族这类世系群组织中，所有的权利与义务都必然根据世系原则进行分配。
由于联宗可以与世系原则脱节，因此，作为联宗主要成果的对于共同祖先的祭祀权，当然就可以与世
系群内部的财产继承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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