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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宗族对于理解、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宗族自身、宗族与社会构成的关系演变过程中，宋代以后的变化引人注目。
随着“宗法伦理庶民化”的不断演进，以族长、宗祠、族田、族谱乃至族学为标志，民问宗族制度（
组织）逐渐明确、稳定。
这种变化的含义远远超出宗族乃至血缘关系本身，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意义。
明清尤其清代，不少地区呈现“无一姓不立宗祠，无一祠不修宗谱”的社会景象，堪称典型的宗族社
会。
关注基层、关注大众、关注日常乃近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倾向之一，与此相应，作为中国传
统社会基本构成因素的宗族自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前哲时贤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为后学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打下了基础。
所谓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的普遍或稳定，乃指整个宗族制度及宗族组织形态。
从具体的宗族言之，却并非都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由于战乱、饥荒、生存压力等原因，流动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人口过程的常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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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中，“江西填湖广”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大多数学者也将之视为一
个曾在移民史中真实发生的现象，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一移民浪潮发生于元明交替之际，同时，江西
移民的后代构成了今天的湖南、湖北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深入到这一问题的背后，即可发现这种研究主要是建立于民间谱牒资料的基础之上，并且，在
谱牒资料中还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一些地方版本，鄂东地区即有“江西瓦屑坝”、“南昌筷子巷
”等移民传说。
众所周知，谱牒是宗族关于本族历史及现实情况的记载，因此，对于这些移民传说的解读应当建立于
对本地宗族的深入研究之上。
本书以明清时期鄂东地区宗族为视角，通过考察在宗族组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户籍、赋役等政策的
影响，以及祖先崇拜与神祗崇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力图破解“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从而深入
地反映出明清时期鄂东基层社会的全貌。
　　全书主体部分共分四章。
第一章的讨论显示：直至今日，鄂东地区仍然流传着本地人的祖先是在元末明初时期由“江西瓦屑坝
”移民而来的传说，同时，这一传说因见载于民间谱牒等资料之中，从而成为了本地宗族来源的定说
。
仔细检验族谱的记载，即可发现其中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然而，当地人对此传说却深信不疑，要考察他们何以如此的原因，必须对鄂东地区的宗族详加研究。
　　族产、族谱、祠堂，以及辈分派行等因素可以被视为宗族组织形成的外在标志，以这些因素为标
准，可以看到本地宗族的活动在明前期只有零星数例，明中后期开始萌兴，而它的发展高峰期是从清
代康雍乾时期开始，至晚清民国时期，这里几乎“无一姓不立宗祠，无一祠不修宗谱”。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户籍、赋役政策对于鄂东宗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明初朱元璋强力推行的户帖、黄册等各项制度，使鄂东地区的各户以单个的家庭入籍，充分反映了明
朝政府以“册”控“籍”，并以“籍”控“役”的统治形态，然而随着统治者将重点放在了维护现有
赋役征派体系上之后，众多的明初所立户名被固定化，并进而导致里甲制度的变化。
户籍有着承担赋役以及编户齐民的象征两方面的含义，明代“户”所带有的赋役色彩远远重于编户齐
民的象征意义，并在万历至康熙年间，“户”在赋役征收体系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而清初各项赋役
改革的实施，致使“户”在雍正年间以后编户齐民的意义变得更加重要了。
　　“户”的衍变趋势与鄂东宗族的发展趋势正相吻合，可见赋役的负担是宗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
力之一。
然而对于不同的户籍类别，由于赋役的内容，以及国家对待此类户籍的不同态度，致使赋役的负担对
其宗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
在这些户籍类别中，由于卫所军户承担着沉重的军役，军役的负担对其宗族的形成产生了最为直接的
影响；渔户虽然同样有着鱼课与鱼贡的重负，但是政府大多允许他们打鱼的水域在淤塞之后归其所有
，政府的这种态度促使了渔户以宗族的形式来维护本户所有的生产资源；而民户及原籍军户的情况则
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移民现象时有发生，宋元以来鄂东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应该至少有两次，即元明与明清两次王
朝交替之际。
正是明初推行了严格的户籍登记，而清初则是直接承袭明中后期的户籍，导致了从族谱等资料中看到
的元末明初移民远远超出了实际上的数量。
　　第三章以香火庙的变化为线索，主要讨论了祖先崇拜与神祗崇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鄂东宗
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
本章从信仰以及香火庙所具有的地域性两个方面指出：明清时期，鄂东地区香火庙的建立一般要早于
祠堂的修建，它的创建者既有士人，也有普通民众，本地佛道等神祗信仰的浓烈、为本人去世之后能
够得到长久的奉祀等就成为了他们创庙的原初动机。
日后在子孙继承以及赋税等因素的影响下，这些一般性的庙宇逐渐转变为具有宗族公产性质的香火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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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兼供祖先的庙宇来说，香火庙具有祖先崇拜与神祗崇拜两种功能。
祠堂建立之后，祖先崇拜的功能就转移到祠堂之内，而香火庙则成为了族人单纯进行神祗崇拜的场所
。
　　庙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民众的一个生活中心，表现出能够凝聚一定地域范围内百姓的功能，香
火庙也不例外，它常常成为某个或数个自然聚落的公共中心，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内聚力。
祠堂建立之后，人们以血缘的关系覆盖了这种地缘色彩，祠堂承担起了这种内聚功能，由于香火庙并
不禁止外姓人人内，甚至鼓励他们对此庙的信仰，因而庙宇在此时更担负起了宗族的外联职责，成为
了本族抬高声望并向外扩张势力的工具。
而且香火庙的所有权仍掌握在宗族手中，他们有时会为彰显宗族的社会地位而利用庙宇及庙产培养本
族的读书人。
　　从庙到香火庙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即可看出在鄂东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及部分儒
士们对于儒家礼仪的大力提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为主，通过对黄冈郭氏、黄梅程氏等数个个案的考察，从宗族的内部来
探讨明清鄂东宗族的整合过程；黄冈许氏与孔氏争夺香火庙的个案，则显示出宗族已经成为保护本族
利益的组织形式。
　　对黄冈郭氏个案的考察以谱牒为中心，将考察的目光主要放在了宗族的内部。
通过历次的修谱，宗族的边界得以不断地调整，血缘关系已不再是界定宗族的唯一条件了，某种特殊
时候，在利益的驱动下，血缘关系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此，考察宗族发展的历程，显然不能忽视利益因素的巨大影响力。
　　黄梅程氏三大房支的融合正显示了整合过程的复杂性。
明代三支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从伯王己后裔的入赘可知，庶民宗族的出现是一个晚近的，至少
是明中叶之后的事情；声称自己是伯达后裔的“附户”说明宗族并不都是由真实血缘关系的人群所组
成，宗族的形成更是一个地方社会与文化整合的结果；而伯政的后裔在“户”的稳定下有序地发展，
从而在晃公的后裔中占据着优势，这些无不反映出明代户籍、赋役政策的变化对宗族发展的影响。
　　入清之后，不同命运的程氏三大房支在始迁祖的名义下进行整合，同样使我们看到了地方官员的
中庸、当地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其纠纷进行调解以及乘机发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些都在
宗族的整合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当人们以宗族的形式保护着各自在地方上的利益时，便会理性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来争取他们的生
存空间，于是经常看到宗族之间打官司甚至械斗的情况发生，许、孔两姓的争夺即发生在官府审判和
民间械斗两个层面之上，这正与此一时期社会的平稳与动荡，以及官府对当地社会控制力增强与减弱
的轨迹相吻合：在官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强时，人们在发生纠纷之时通常寻求官方权威的支持，并在
官方所认可的范围内寻找社会资源的支持；然而当社会出现动荡，官府的控制力减弱时，人们就以自
己的方式——通常表现为武力来解决纠纷。
正因如此，这一个案显示了人们是如何利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手段来争取各自的利益及势力范围的。
　　本书的余论部分重新解读了“江西瓦屑坝”的传说，指出这一传说与元季镇戍本地的吴汝等人有
关，它的由来与明初的户籍登记、身份认同等相关，而且这一传说以对吴汝的信仰为载体不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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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斌，1975年4月出生，1996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2000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经济
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03年继续在本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
先后参与国家清史（文献）项目“清代湖北民间契约搜集与整理，，等课题。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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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二、学术研究回顾（一）有关明清宗族的区域研究（二）有关鄂东
地区的研究三、基本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思路（一）基本概念的界定（二）研究思路第一章 明清鄂东宗
族的发展历程一、移民传说与明清鄂东宗族（一）“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江西填湖广”的一
个地方版本（二）族谱记载的真伪与明清鄂东宗族的引入二、明清宗族的时代特性：基于鄂东地区的
思考（一）明清宗族的时代特性（二）明清宗族的另一个特征：辈分派行（三）墨谱与付梓之谱三、
明清鄂东宗族发展的一般历程四、小结第二章 从户到户族——户籍、赋役与明清鄂东宗族的发展一、
立户入籍：“户”的由来二、“户”的演变：以广济县户籍表为中心三、从“户”到“户族”：以赋
役变化为主线四、卫所军户及渔户的演变（一）卫所军户的演变（二）渔户的演变五、小结第三章 从
庙到香火庙——祖先崇拜、神祗崇拜与明清鄂东宗族的发展一、香火庙的类型及其创建（一）香火庙
的类型（二）香火庙的创建二、从庙到香火庙（一）：关于信仰方面的考察三、从庙到香火庙（二）
：关于香火庙地域性方面的考察四、关于香火庙的几点讨论（一）在俗世与僧人世界之间（二）庙产
助学五、小结第四章 族内、族际及地方社会——明清鄂东宗族的整合及族群冲突一、从涣散走向整合
：以黄冈郭氏为例（一）黄冈郭氏宗族发展历程：宗谱、公产及祠堂（二）宗族整合面相之一：国家
与地方（三）宗族整合面相之二：宗族之内的权威（四）宗族整合面相之三：宗族边界的界定二、作
为象征的公产：以黄梅程氏为中心（一）入赘与附户：两个处于边缘的房支（二）对内与对外：两个
房支走出边缘的过程三、诉讼与械斗：以黄冈许、孑L二姓为例（一）争夺的过程：数次审判及余音
（二）双方动用之社会资源及官方的评判：诉讼与械斗四、宗族与地方秩序：对个案的总结余论“江
西瓦屑坝”的重新解读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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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综上所述，相对于其他研究成果丰富的地区来说，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时期鄂东地方社会尚缺乏
细致深入的整体研究，对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还没有涉及，或是语焉不详，以宗族为视角，对明清时
期的本地社会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思路（一）基本概念的界定下面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明清”、“鄂东”、
“宗族”、“地方社会”等关键词作一基本界定。
明清  本书所讨论的明清时期，是指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廷的覆灭（宣统三
年，1911年），由于研究主题的需要，有时将适当涉及唐宋，以及民国时期。
鄂东  出于前述考虑，本书所指的鄂东地区是以明清时期的黄州府为主体，包括现在的黄冈、麻城、
黄安、罗田、黄陂、广济、黄梅、蕲州、蕲水及英山等，一州九县。
其中英山县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自罗田县分出，明代隶属于南直隶庐州府，清代隶属于安徽六
安州；黄安县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自黄冈、麻城、黄陂三县析出；黄陂县于清雍正七年
（1729年）由黄州府改属汉阳府管辖。
宗族，一般来说，宗族最宽泛的定义是：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
由于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宗族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形式，宋代以降，尤其是
明清时期，宗法宗族观念不断深入基层，使得它有别于在此之前的宗族制度，这就需要我们对明清时
期的宗族作进一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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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有必要借此方寸之地来略作一些说明，以便对读者有所交代。
2000年9月，我再次考人武汉大学历史系，跟随张建民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
鉴于当时区域史的研究中有关长江中游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导师指导我从阅读长江中游尤其是两湖
地区的文献人手，以此来确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在短短的读硕士的三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的老图书馆（即古籍部）中度过的。
每天徜徉在书海之中，有所思，有所得，这种感觉着实令人着迷。
更令人愉快的是，在老馆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馆里的龙老师、田老师、廖老师、丁老师等人
的大力帮助，他们不仅尽力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甚至拿出自己的茶叶、咖啡等让我看书时享用，
为此，我也常常自诩为老馆的VIP。
在这里，我要对上述老师们说声：“谢谢你们啦！
”在导师的建议、指导下，我确定了“明清两湖地区渔业生产与经营”这个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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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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