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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先秦到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士大夫。
宗族是血缘组织，是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
乡里是地缘组织，它以乡官或乡役充任职事人员，管理基层社会的人户和有关各类事务。
士大夫，泛指有官职或有地位、声望的知识层。
宗族、乡里、士大夫三者的有机协调组合，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
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驭，也往往在这三者前后略有差异的配置组合及互动中不断演进变化。
　　一、夏商西周：基层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兼容　　夏商西周，大抵属于早期国家和领主制阶段
。
氏族、宗族等血缘组织是这段时期社会的主体或框架，有人甚至称其为“血缘社会”。
由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应的社会地缘组织也较多出现。
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兼容，应该是夏商西周基层社会结构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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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作者张沛之，历史学博士。
天津师范大学讲师。
专攻元史。
《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采取个案切入与类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元代因征戍、任官
、经商等逐渐留居汉地的土土哈、阿沙不花、唐兀昔里氏、汪古马氏等色目人家族进行深入细致的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其汉化、蒙古化、伊斯兰化等文化变异倾向，探讨此文化变异给元代基层
社会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包括在元朝地方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扮演较为特殊的角色，给社会增添了新的
民族文化因素和互动交流的契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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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钦察土土哈家族探研一　土土哈家族的族属、居地与世系二　土土哈家族成员的军事政
治活动与地位变迁（一）效力疆场，步人蒙元勋臣行列（二）拥立海山，取得封爵，开始贵族化进程
（三）拥文弑明，崛起为色目人第一显贵家族三　土土哈家族的婚姻、祭祀及其文化倾向四　结论第
二章　康里阿沙不花家族史事辑存一　阿沙不花家族的族源、世系与居地二　阿沙不花家族的仕宦活
动与地位浮沉（一）降附蒙元（二）崛起与兴盛（三）暂时失势与再起三　以官僚为核心的社会网络
（一）官僚（二）其他四　婚丧祭祀与文化倾向（一）婚姻（二）丧葬祭祀及信仰情况（三）文化倾
向五　小结第三章　元代唐兀昔里氏家族研究一　族属、姓氏考辨及世系、居地状况二　昔里氏仕进
与从政事迹的考察（一）昔里都水一支（二）昔里钤部一支（三）玉里止吉住一支三　婿丧、宗教、
交游及文化倾向（一）婚丧礼俗与宗教信仰（二）社会交往（三）多样化的文化倾向四　小结第四章
　元代唐兀李氏家族探研一　世系与居地二　李氏家族成员的政治、军事生涯（一）仕进情况（二）
仕宦活动与年事政治贡献三　唐兀李氏的社会网络（一）江西省内地缘交往网络（二）官僚圈（三）
其他四　李氏家族的婚娴、丧葬祭祀与文化五　小结第五章　汪古马氏家族考察一　族源、世系与居
地二　马氏家族成员仕宦活动辑考（一）辽金时期（二）马氏家族归降蒙元到元武宗时期（三）仁宗
至顺帝时期三　汗古马氏的社会网络（一）寓居之地的同乡（二）官僚（三）各类文武之士（四）方
外人士四　马氏家族的婚姻、丧葬、宗教及文化倾向（一）婚姻（二）丧葬祭祀与宗教信仰（三）姓
名居处（四）“风流文采，萃于一门”——马氏的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造诣（五）“世非出于中国，
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马氏学儒（六）汪古马氏文化倾向评析五　小结附求：马祖常之社会
网络（一）寓居同乡及曾任职之地的乡人（二）同年、座主及门生、后学（三）官僚（四）诗文儒术
同道及方外之士第六章　元代色目人家族的文化倾向与原因分析一　以汉化为土的色目人家族二　以
蒙古化为土的色目人家族三　以保持伊斯兰文化为主的色日人家族四　部分蒙古化或汉化的色目人家
族五　元代色目人家族不同文化倾向的原因分析（一）蒙、汉二元复合政治文化体制的影响（二）色
目人生活环境的变化及汉文化的吸引力（三）色目人原有文化状况、文明程度及家学、家风等因素的
影响（四）怯薛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制约作用（五）色目人家族婚姻与社会交游的影响附录：元代主要
色目人家族文化表现情况表征引史籍文献与参考论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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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任职领域方面，该家族有4人担任过行政类职务，14人任过军事类职务，有8人曾在宣徽院、太
仆寺等涉及皇家事务的机构中留下任职记录。
可见，该家族的任职领域明显集中于军职和管理马匹、掌供御食等皇家事务机构，这自然与其长于军
事征伐、战功显赫及充任大汗的哈剌赤等怯薛执事密切相关。
　　在该家族有任职经历的18人中，曾担任过中央官职的达16人，可确认有过地方军、政活动经历的
共6人，其中4人主要活动于元廷抗击北方叛王的漠北、辽东地区，占已知该家族成员地方任职总数的
三分之二。
这表明该家族成员多数有中央官职的任职经历，这与其怯薛背景、家族成员的拥立大功及其色目显贵
家族的身份相吻合。
而其地方任职明显集中于漠北、辽东地区，反映了其长于军功的家族传统及其在元廷抗击北方叛王军
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土土哈家族与蒙元统治者的最初接触始于成吉思汗征蔑儿乞，其时土土哈曾祖亦纳思为钦察玉理
伯里部之主，他抗命收留了被成吉思汗追击的蔑儿乞部火都，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
但蒙古铁蹄的强大声势毕竟难以抗拒，1237年其子忽鲁速蛮“自归于太宗”，其孙班都察亦在蒙哥率
师压境之时“举族来归，从讨蔑乞思有功” 。
自班都察“率其种百人侍左右” ，直到燕铁木儿拜相封王，权倾朝纲，该家族地位由哈剌赤牧奴逐渐
上升至元代色目人第一显贵家族，其权势一度远超其他色目乃至蒙古贵族官僚。
这种地位变迁与迅速崛起主要与元中后期的上层政治斗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土土哈家族势力与地位的急剧膨胀，正是忽必烈对北方叛王斗争及元中后期频繁激烈的皇位
更迭斗争的一个副产品或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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