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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施由

明先生的《明清江西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这一洋

洋37万字的大著，捧读之后，对作者缜密的概念辨

析心生敬佩，对作者有关江西乡绅特点的提炼、江

西乡绅自组织机制、与县级政权的承接机制、乡绅

对地方文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成效以及近代以来

对洋教的应对乃至对工商业转型的影响分析之精

微，击节认同。
一、乡绅概念的辨析

有关士绅、绅士、缙绅等经常性地出现在各

类典籍文献中，也经常性地被学者辑出而撰写成

文章。施由明先生细致梳理了学界各个时代从国

内到海外的诸多研究成果， 生出了追本溯源，从

原始文献出发追寻其本意的念头，好在当下的检

索工具够先进，使他能够就士绅、绅士、缙绅、搢

绅等概念作拉网式地搜罗，进而引经据典阐释其

意义，且发现不同文献使用这些概念存在内涵与

外延的差异。古代通假现象也很普遍，“即人们在

著述或传抄时有意或无意地临时使用一个音同

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结果使得文字与所记录

的词的关系发生错位，妨碍了语义的理解”。不少

情境下还存在模糊现象， 含义并未追求十分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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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施由明先生的专著《明清江西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对乡绅概念的辨析、对江西乡绅特点的提炼、对乡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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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其中作者考辩说：“搢绅士大夫”或“缙绅士大

夫”“荐绅士大夫”在宋代都泛指官员：包括在位

或曾经在位的官员。“搢绅士”或“缙绅士”或“荐

绅士”则常常指两类人：即官员、读书人。“搢绅士

庶”或“缙绅士庶”或“荐绅士庶”则往往指三类

人：即官员（包括在位或致仕者）、读书人和平民

百姓。明清时期，绅士一般包含绅和士，即官员、
读书人，有时称“绅衿”，许多涉及乡村社会治理

文献中记载的“士绅”则常常指地方上操纵本地

事务的乡绅。
以往的一个普遍认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行

政机构只设到县，县以下的社会事务普遍交给乡

绅，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自治性质，乡绅

的依托力量多来自于乡村较庞大的家族、 宗族，
有的也衍生出乡族这样的概念。乡绅可以承接官

府赋役征收、文化教化、公共设施建设包括桥渡

路井的建设、育婴堂养济院的建设、学校的建设

等，因此，乡绅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管理中不可

或缺的力量。
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学人们便又须追寻

乡绅的内涵和外延。乡绅由哪些人构成？一部分

是致仕回乡的官员，一部分是获得较低科举功名

但仍生活于乡间的读书人，有的扩充到现任官员

仍留在老家的亲属们，有的则扩充到通过捐纳获

得功名的人， 还有的会将经商致富者纳入其中，
因为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往往很愿意担

当，这一点在明清商业兴盛的时期确实是很普遍

的现象。
这就是说，当乡绅扮演了基层社会治理者角

色后，或者需要考虑乡绅的数量界限，或者需要

考虑乡绅的构成成分和数量多少，相互是否能配

合协调，乡绅中获得正途功名所占比例、异途出

身所占比例、商人所占比例等，这些都可能导致

乡绅乡村治理的效果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这个意

义上说，乡绅概念的辨析是很有意义的。
二、江西乡绅特点的提炼

在近数十年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乡绅被置于

社会治理的框架中，时常被替换成“精英”。在他

们的话语体系中，社会的变迁更多受到社会精英

阶层的影响，而不同区域的社会精英所面对的地

方社会挑战各各不同，因而乡绅所表现出的精神

状态和用力场域也各各不同。
施由明先生受这种研究模式的影响，力图寻

找江西乡绅的特点或个性。确如作者所说：宋代

以后，江西即成长为科举大省，文风鼎盛、人杰地

灵等称呼被加诸江西。从众多文献中，我们都颇

易寻找到江西乡绅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的事例。
施由明先生认为：“江西这一地域，是中国的内陆

区，民风和地域文化品格相对较稳定，耕读传家

是自唐后期至清后期江西人的品格特点。自宋代

至清代，江西一直是中国的科举盛区，读书科举

的风气浓厚， 产生了大量有功名和无功名的乡

绅。 明清时期江西地域的乡绅特点是较稳定的

……最大特点是热衷于教化和协助地方政权治

理基层社会， 这也是中国古代乡绅的一般特点，
并没有异于中国其他地域的突出不同。相比较而

言，江南的乡绅在明代后期呈现了热衷政治运动

的特点，以‘东林清议’为代表，他们裁量人物、訾

议国政、争国本、反矿税使、反宦官当权等，表现

出令人尊敬的高尚人格。明末江南的复社运动的

乡绅们，继承了东林士人的品格，积极参加了当

时的社会政治运动， 如崇祯元年驱逐阉党顾秉

谦，以清议、党议相标榜等。这些都是其他地域乡

绅所未见的特点。 湖南在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前，
乡绅的特性也如江西一样，具有中国乡绅的一般

特点，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为主，热衷地方教育

与教化，热衷地方公益事业等。但在曾国藩创办

湘军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大批军工绅士荣

归故里， 形成了以军功绅士为主的地域特点。如

长沙县从顺治到同治时期，功名绅士872人，而主

要集中在咸丰、 同治时期的军功绅士就有1323
人。其结果是，领导乡村社会的传统乡绅群体社

会影响力被弱化， 一些军功乡绅甚至强横一方，
成为地方恶霸，或挥金如土，形成诸多社会问题。
这是湖南近代乡绅的突出特点。”（第111-112页）
作者还列举了其他地方乡绅也多保持着热衷地

方教育、地方公益与救济福利、地方治安等。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作出结论：县域社会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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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绅阶层角色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
三、江西乡绅与地方社会秩序

自隋代起，科举制度创立，历经唐到宋，科举

的影响力也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南方省份

的渐次开发而浸滋开来。江西是南方省份中较早

受益的省份之一，宋代临川、抚州已在科举中声

名显赫，令人感叹这是一片物华天宝之域。
士绅队伍的滋长成为王朝政权强化的重要

辅弼力量，他们依赖聚族而居的自然状态，将科

举中确立的主流价值观作为指针， 凝聚族人，形

成相对封闭的自组织体系，民众的价值观普遍讲

孝悌、仁义、友善、和睦、勤劳、守法、端正、敦厚，
他们出面倡建桥渡路井，出面组织育婴、救济，出

面创建学校，培养宗族子弟。他们号召族人承担

政府义务，缴纳赋税，应付官役，成为良民。他们

既聚集众力，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活动，又开

展各种反洋教斗争，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意识到与

时俱进的必要性， 在新学创办中显示自己的存

在。
因此，明清江西地方社会总体呈现出有序状

态，具有稳定性，地方官府与乡绅之间形成了相

互配合的态势，社会发展总体平稳。
由于乡绅较多地主导地方社会事务，官府较

多地倚重他们， 他们中的少数人也会私心膨胀，
恃强凌弱，乃至与官府对抗，官府中的强势官员

也会采取果决措施，严厉打击这些被定义为土豪

劣绅的乡绅，使地方社会秩序走上正轨。
四、江西乡绅如何走向近代

江西乡绅在晚清出现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经历了大浪淘沙的过程。一部分乡绅顺应了

时势的要求，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产生了与

西方相颉颃的使命感。但另一部分甚至是更大的

一部分对近代西方的飞速发展不敏感，乃至对工

商业抱有深深的歧视心理，加上地处内陆，又没

有在朝的官员代表， 江西的工商业被甩到了后

面。 本书作者分析认为：“在近代的风云变幻中，
江西的士绅、乡绅之所以固守儒学，对西方科技

和工商业迟钝和不敏感、不感兴趣，这是因为江

西人长期以来就以苦读儒家经典和科举入仕为

价值追求。唐宋元明直至清后期，中国长期是文

官治国的时期， 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而

科举考试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考试，江西士子

很适应这种考试，因而，从唐后期至清后期，江西

人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为官者众； 特别是明代，
江西人通过科举产生了一批权重位高的官员，江

西成为重读书的科举名区。因而，进入近代，江西

人适应不了社会的变化，江西的乡绅仍然固守儒

学传统， 从而表现出对工商业转进的落后”,“因

为江西是个产粮大省， 只要勤于耕作没天灾，即

可‘不忧冻馁’。因而长期以来，形成了江西人满

足于通过农耕至少可以解决温饱，通过培养子弟

读书、科举来光耀门庭的耕读风气，从而，长期以

来，江西人缺乏冒险、开拓精神。即使在清后期，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江西人仍热衷于科举，而不

是去开拓、冒险，去建立军功或深入工商业大潮

中寻觅立足之地。”（第332页）
五、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施由明先生勾画了明清时期江西乡绅对江

西社会秩序的意义，总体上看较多呈现了其在科

举体制下和谐发展的一面，却也对江西传统变迁

的内涵挖掘不够，譬如乐安流坑董氏家族繁荣兴

盛700年，前期主要靠科举功名，后期则主要依托

工商业。又譬如，江西文风鼎盛较集中于吉安、抚

州等地，还有许多地区长期文化落后，科举功名

获得者也少， 这些地方的乡绅力量就较薄弱，也

难以形成耕读传家的社会风气，人口移动的现象

也较为普遍，社会动荡现象时常出现，典型的如

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平定的叛乱都属于文化

贫瘠之区。再者，近代江西沿江地区受到西方文

明影响亦深，近代的新式教育和工商事业也有所

显现，因此，在做总体表述时仍需要更准确的拿

捏。
总体而言，施由明先生这部大著站在学界研

究的较高起点上，对既往学术史做了全面、精到、
准确的梳理，且由此出发，通过丰赡翔实的资料，
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乡绅阶层在明清江西社

会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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