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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有所发展并形成 了各 自不 同的特 

点 ；第六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这 

一 历史时期 。除了在正文 中对这些看法详加 

论证外 ，作者在本书最后还专设 一节 “五代 

十国的经济地 位”，对五代 十国时期 的经济 

发展给予积极 的评价。作者认为 ，五代十 国 

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两宋时期的经济繁 

荣奠定了基 础，“因而在 中国古代 经济史上 

占有 比较重要 的地位 ，应该给予充分 的积极 

的评价 ”。从总体上看 ，上述这些看法 言之 

有据，持之有故 ，基本符合历史实际。 

很显然 ，为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割据 、 

动荡不安的时代撰写一部断代经济史，无疑 

是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学术工程。正因为如 

此 ，本书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有些看法 

或有可商之处 ，有些问题的论述还有待充实。 

例如，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所取得的 

新成就 ，如何对其进行更加准确的评估?似 

乎还有可 以商量的余地。该书认为，白银 

“到五代 十国时期 终于成为十足 的货 币，并 

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地流通使用”(176页)，此 

说似欠周详 。因为作者后来 也说，“此时 的 

白银还没有取得十足的货 币地位”(183页)。 

此外 ，书中的古代地名没有加注现代地名，亦 

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评介 

康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徽学作为一门新 

兴学科蔚然兴起 ，徽学研究领域 日益得 以拓 

展 ，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日前 ，捧读刘道胜所 

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 

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该著即是 

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 ，采用文书档案 

与文献记载相结合 、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 

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 ，阐释文书的内 

涵，对徽州宗族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 

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 系，这是一部首次系 

统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州宗族之作。仔细读 

后 ，深觉该著具有以下几方面之特点。 

第一 ，在研究材料上 ，作者采用文书档案 

与文献记载相结合 。对徽州宗族社会进行研 

究 ，很大程度上突破 了以往徽州宗族研究只 

注重家谱等典籍文献的局 限。如众所知 ，徽 

州被誉为“文献之邦”，以地方文献而言，至 

今遗存有数以百计的方志，数 以干计的家谱 ， 

数以万计的文书。而且传统徽州又是典型的 

“宗族社会 ”，在 丰富的徽 州地方 文献 中，家 

族文书又 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研究》一 

书利用丰富的家族文书档案资料为 中心 ，辅 

之以谱牒等文献深入从事徽州宗族社会研 

究 ，无论从材料利用，还是关注的问题都具有 

原创性和典型性 ，是 目前第一部系统利用徽 

州文书资料且以徽州宗族文书冠名之作，很 

大程度上填补了以往徽州宗族研究 中缺乏系 

统利用徽州文书资料进行民间实态研究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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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其重要学术意义乃不言而喻。 

第二，文书学的研 究是本 书之一特 色。 

传统徽州具有浓厚的契约意识，至今遗存有 

丰富的民间文 书。然而 ，徽州 民问文书的遗 

存、形制、类型等，有待于从文书学的角度进 
一 步系统把握和科学认识 ，原生形态的民间 

文书相对 于典籍文献而言具 有其 自身独特 

性 ，民间文书的存在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 

凡此种种 ，从文书学角度对丰富的徽州文书 

作考察 ，是本著研究的逻辑起点 ，也是进一步 

方便学术界利用和研究民间文书新资料的内 

在学术要求 。作者从文书学角度深入探讨 民 

间文书的遗存 、形制、类型，系统分析 民间文 

书赖以存在的社会学背景，多视角考察了民 

间契约关系的维系因素 ，对 明清徽州 民间合 

同契约与合约关系、民间文书的规范性和 民 

间性亦作了深入探讨 。此外 ，作者还对诸如 

祁门县康氏文书、休宁县首村朱氏文书亦做 

了专题考察。目前，学术界从文献文书学角 

度对民间文书的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 的成 

果相对较少 ，《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 

的探索。 

第三，资料网罗翔实。从《研究》征引的 

参考文献来看，作者不仅收集了大量徽州文 

书资料，还征引了丰富的族谱、方志、文集、政 

书等典籍资料 。使得作者的立论建立在翔实 

的史料支撑 的基础之上。在文书资料方面， 

既有公开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如《徽州千 

年契约文书》(40册)、《徽州文书》(第 1、2、3 

辑》和《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共两 

集)等。除此之外 ，作者在国内各大 图书馆 、 

档案馆和资料室抄录的文书资料 ，也 占有相 

当多的比重。其中，很多珍贵文书的资料，为 

作者首次利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此书增 

添新的闪光点。如《康义祠置产簿》为作者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抄录的文书，作者 

利用这些资料全面考察明清时期祁门康氏宗 

族在赋役分担 、教育 、诉讼、分房与轮房及其 

与异姓宗族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纵观全 

书 ，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其 

用力之勤 、用功之深 ，由此可见一斑 ，也增 强 

了本著的实证性。 

第四，论从史出。《研究》一书关注的问 

题意识 ，多来 自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全书论 

述具有社会史研究之倾 向。然而 ，作者对诸 

多微观的社会史问题之考察注重历时性 ，反 

映作者具备较为深厚的知识积累和较强的宏 

观论述能力。作者在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并 

不是直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而是在追溯 

渊源的基础上抉微发幽，有助于全面而深入 

地 了解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各项制度继承性和 

阶段性特点。因此，《研究》虽然关注的是明 

清时期的徽州宗族，但作者关注的视角和征 

引史料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期 ，往往远 

及先秦秦汉，近溯晋唐宋元。如在对徽州继 

承关系文书进行考述时，援引了唐宋 以来 的 

官私法典，如《唐律疏议》、《宋刑统》、《名公 

书判清明集》、《大明令》、《大明律》和《大清 

律例》中对分家析产、继承、遗嘱和招赘等各 

方面内容的规定，同时，结合对徽州民间宗族 

文书的考释，使我们得以更清晰的看到国家 

法律和制度规范与 民间实际运作之 间的差 

异，进而促使我们对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分 

家析产 、同宗过继 、异姓继承和招赘等有了全 

面的认识 (第 135—175页)。 

第五，新见迭 出。作 者在 占有相 当丰富 

的文书档案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明清时期 

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 ，得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 。如 ，作者在研究 

徽州宗族内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了徽州宗 

族管理的“公匣”制度。作者指出，公匣制度 

乃徽州宗族公众事物管理 的重要制度 之一， 

它是在宗族组织等长期 自我运行，以及不断 

适应社会实际变化中，探索和完善公众事物 



评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 93 

管理的产物 (第 337页)，并从 “公 匣”反映的 

组织关系和用途 ，将其分为“祠匣”、“祀匣”、 

“纸笔匣”、“银匣 ”、“谱匣 ”，进 而总结 出了 

“公匣”的具有 长期 实行 、实施范围广泛 、设 

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具备成文 的规章制度等 

基本特征 (第 338—348页 )，并 对公匣组织 

机构的产生和管理机制的运作进行了具体考 

察，最后还对公匣制度的作用作了深入的分 

析(第 348—356页)。此 外，作者 在 阐述 契 

约文书的构成时 ，不仅分析 了徽州契约文书 

中的中人的现象、中人的功能 、中人 的身份 ， 

还对中人的报酬进行 了全面论述 ，并指 出有 

相当部分的中人之所以参加契约的书立，并 

不是为了获取“中资”，而是作为第三方参 与 

商定契约的内容，确认契约的意思表示，写立 

契约 ，并 出席具有晓谕众人的宴会 ，从而在社 

会环境 中赢 得 广 泛 的 信 誉 与 承 认 (第 75 

页)。作者利用徽州文书档案为主要资料， 

以宗族关系为切人点 ，全面考察 了明清时期 

国家和宗族制度规范与民问实际运作之间的 

差异 ，为我们描绘 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 

的百姓生活的实态。这与以往的徽州宗族研 

究中只注重制度规范问题相 比，有着重要的 

进步意义，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明清时 

期徽州宗族社会 的认识。 

当然，《研究》一书尚有不少需要进一步 

深入的地方，如徽州民间文书尤其是家族文 

书的数量调查和估计 ；徽州与其他地区宗族 

的比较研究；典型宗族的个案考察等。《研 

究》一书在材料利用上亦有一些缺陷，少量 

文书材料的征引和句读存在舛误。总体而 

言，《研究》在对研究资料发掘的原始性和丰 

富性 、研究 内容 的“深描性”、研究理论 和手 

段的灵活性等方面亦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 

作为徽学研究的同仁，捧读此著，甚为欣喜， 

欣然之余 ，形诸文字 ，以为简介。 

评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 

龚延明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8) 

进入 2l世纪以来 ，科举学已 日益成为一 

门显学。 自2005年 9月 2日科举制废除百 

年之际 ，在厦门大学举行首届科举学与科举 

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在大陆或台湾地区， 

每年都举 行一次科举学与科举 制学术研 讨 

会。历届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员，一方面是 

跨国学者多 ，如 日、韩 、越 、美 、德 、英等 国学 

者；另’一方面是跨学科学者多，历史、教育、文 

学、哲学、图书、出版 、文物考古等多种学科学 

的。科举学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 

重要学术方向。而它本身原就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掀起科举学与科举制 

研究热的浪潮 中，如何认识和解读科举学 ，已 

成为迫切需要 回答 的问题。刘海峰的《中国 

科举文化》(48万字 ，辽 宁教 育出版社 2010 

年 12月)正是应运而生的一部阐释科举学 

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力作。 

一

、科举 文化 的科学阐释。何谓 “科 举 

文化”?作者认为 ，科举 文化有狭义 与广义 

两种文化概念 。狭义文化 ，指 的是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