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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族是个古老的社会组织，至今仍能看到它的活动踪影。
宗族为什么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而绵延不绝？
今天的宗族和古代的宗族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特色？
冯尔康、阎爱民所著的《宗族史话》注重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试图以简练的笔法和典型的事例，
概括地展示宗族丰富多彩的历史，宗族的古老传统以及多变的适应性特点。
《宗族史话》中内容涉及祖先崇拜与宗族的祭祖、宗族的形态与结构、宗族的教化和族人的生活、宗
族与地方社会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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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退休教授。
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中国社会史
概论》《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雍正帝》等书。

阎爱民，山东东阿人，1956年出生于天津，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婚姻、家族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家教》《汉晋家族研究
》《中国宗族》(合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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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宗族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组织，至今在我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世界各国华人社区，也还
有它的踪影和异化形态的宗亲会。
它为什么能够如此绵延不绝？
今天的宗族与古代的宗族相同吗？
它有什么特色？
怎样才能认识它？
我们想透过大量历史上的宗族活动现象，把握住它的要点，对于认识这些问题，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就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归纳我国宗族大致有如下五个特点，即：传世久远、形态多变、成员日众、
功能转换、影响深远。
　　所谓宗族，按照我们的理解，是由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
群体。
它的正式出现，应当不晚于殷商时代。
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社会组织是原始群、氏族公社，它们都是血缘群体，但不是宗族，或者可以视为
宗族的萌芽状态。
大约经历了几千年的孕育，宗族制在殷商时代诞生，到了周代，它的组织制度更臻完善。
此后几度出现危机，磕磕碰碰地延续下来，迄今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与中国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并存。
作为社会群体，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有宗族这样长久。
应当说，我国宗族是最古老而又绵延久远的社会组织。
　　三千多年的宗族历史，其自身在不断地演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大致说来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异。
首先是周朝的宗子宗族制时代，那时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天子既是国家首脑又是宗族领袖——宗
子，使宗统与君统合一。
在王族之外，从诸侯到卿、大夫、士各级贵族有其各自的宗族。
个别的平民家族也有宗族组织，但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我们认为先秦时期是纯粹贵族宗族制时代
。
战国社会大变革破坏了大宗法制，宗族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后经两汉时期的恢复，到魏晋南北朝隋
唐时代形成士族宗族制。
士族以家族为单位，拥有用荫权和免役权，并有政府的九品中正制与定姓族制度的保障。
士族宗族有接近于世袭贵族的某些特权，是特权宗族的一种形态。
这时豪强宗族亦有较大发展，但它们仅有地方的社会势力，而无政治权力，所以士族宗族成了中古宗
族制的代表。
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使士族制在历史上消失，宗族再一次沉沦。
到宋元时，随着科举官僚制的发展，官僚建立起自身的宗族，并以建设义庄、祀田、族学来巩固宗族
组织，成为同时并存的各种类型宗族的代表。
但官僚只有本身及家庭的特权，其宗族则无法定特权。
尽管这时的皇族、贵族宗族仍然存在，但宗族既以官僚宗族为主体，这个时期的宗族从总体上说已进
入无特权时代。
明清时期官僚制继续发展，绅衿阶层扩大，他们的特权进一步缩小，乃至清代衿士仅有本身的免役权
，从法律上说连家庭都不能沾光了。
他们为弥补丧失的特权，谋求社会权益，在地方上举办公益事业，而更重要的是组织宗族，因而使宗
族在民间得到较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平民也掌握了一些宗族。
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清朝灭亡后，等级制消失，宗族也随之进入平民制时代。
到20世纪后半叶，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宗族演化成宗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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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组织原则上同传统的宗族产生巨大的差异，不再强调家族血缘关系而以同姓为结合对象，不像过
去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身份自愿入会，它放弃传统的族长制管理原则而实行会员大会制和理事会
、监事会制，这不仅使宗族真正成为近代民间团体，而且也使它朝着脱离血缘群体的方向演变，很可
能会成为类似俱乐部的一种形式。
今天我国内地的宗族多数仍与传统形态较接近，个别宗族也称作宗亲会，但还不是俱乐部式的。
总之，中国宗族在不停地变化之中，经过了如下的历程：先秦的宗子贵族宗族制一中古的士族宗族制
一宋元的官僚宗族制一明清的绅衿宗族制一近代以来的平民宗族制和宗亲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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