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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I

内容提要 

论文以福建沿海地区族谱资料为依据，论证了明清时期该地区家族在构建个

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家庭、家族、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教育活动是家族组织的基本活动，在提升家族乃至地方的社会地位中，厥

功甚伟。家族的发展壮大成为当时地方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论文由以下部分构成： 

绪论。说明了问题缘起，介绍了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思路、史料和方法。 

第一章。探讨了家族凝聚的基本范围——大体在“三代二服”之间，在这一

范围内族人间协作互助良好，家族能为个人创造较好的成长及发展环境，祖父辈、

父辈能给予基本人生经验的传承，培养个人正确的伦理观和良好的集体主义精

神。 

第二章。讨论了家族凝聚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行为，侧重就家族的人

口流动、婚姻缔结中的入赘、家族成员的交游等活动分析其对家族与社会秩序构

建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分析了传统家族为提升自我与地方社会的地位而 展的教育活动，

认为由发展教育实现家族成员谋功名、求官阶的目的是家族壮大的基本途径，也

成为地方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基本保证。 

第四章。通过对云程林氏乾支与震支婚姻圈的实例比较，详细剖析了教育对

家族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家族；发展路径；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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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ting upon genealogies from coastal region of Fujian province, the essay tries 
to illustrate that local families exerted an essential and favorable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involving individuals, families, clans and the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which education was fundamental for the function of familial 
organization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families and 
even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families formed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society. 

The essay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parts: 
The introduction brings forward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issue and give a 

brief introduce about the previous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concepts, materials, and 
approaches implemented in this essay. 

Chapter one focuses on the basic scope of family cohesion, that is “San-Dai 
Er-Fu” (Three generations and Two grades of relatives), in which clansmen 
cooperated, the family provided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progenitors passed down essential life experience and successfully fostered 
righteous individual ethics and favorable collective spirits as well.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havio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family cohesion and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marriage 
into and living with wife's family and friends of lineage members, and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which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lineage and social order. 

Chapter three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the status promotion of families and local society. I argue that 
educational functions, which helps the individual pursuing fame and civil service, wa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for the enhancement of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cal social orders. 

Chapter fou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ies, through a detailed example of marriage circle comparison between Qian 
Branch and Zhen Branch in Yuncheng Lin Clan. 

 
Key Words: Family; Development Route;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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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   论 

一、问题缘起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与社会是互动的，人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人通过价

值观念和社会行动影响社会；社会是人存在的‘场’，社会秩序的组织运行影响

着人的存在方式。正是这种互动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①如其所述，人一出

生便处于社会中，终其一生行使其与生俱来的生存发展权利。然人也只有存在于

社会中，与社会结成诸种关系，才能实现其权利。权利的行使过程，也是其必然

与社会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本文所说的社会

互动，主要指良性互动——也即能良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互动）。人首先

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里的人，家庭、家族成为其与社会互动的第一层次。“从社会

学的角度看，对于宗族成员（包括在异乡、城里生活的人）的存在来说，宗族就

是一切。”②个人的有机组合形成家庭、家族，家庭、家族的有机组合构成整个社

会，个人作为构成社会的 小单位，意义重大。个人的生存发展离不 家庭、家

族、社会的发展，家庭、家族、社会的变迁通过无数个人得以实现。他们之间的

辩证关系，通过互动得以表现。传统社会的中国，它们之间——尤其是个人与社

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通过族谱资料，或许可窥见一斑。 

对于个人、家庭、家族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探讨，不仅为社会学所关注，也为

历史学所致意。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科理论

被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历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史，而是人类社会的总体史，囊

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思想、文学、艺术、交通诸多方面。随着社会的

发展进步，民众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当人类学

田野调查等方法引入历史学时，历史学不再将眼光紧紧盯着封建帝王，而 始向

下关注平民。历史研究中关于国家与地方、民众的互动的研究渐成热点。这些探

讨有“直接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有“从

                                                        
① 王善英：《韦伯论人与社会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②【德】马克斯·韦伯著，张登泰、张恩富编译：《儒教与道教》，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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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有“从社会生活与

社会问题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有“从社会文化角

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①，可谓成果丰硕。关于宗族（家

族）、绅士、民间社团、及其他们与国家、社会的互动的讨论，也包含其中。然

传统社会中普通民众如何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自身发展，仍让人不够明白。 

二、学术史回顾 

（一）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关系 

人首先是家庭、家族这一小社会的成员，探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首先

应探讨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关系。单独探讨个人与家庭、家族关系的研究较少，

主要夹杂在对家族、宗族的研究中。 

著作方面，结论具一定概括性的有以下一些。徐扬杰在肯定家族于团结族众、

修建公共工程、维护家族稳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在表面上，

他们是同宗同族的亲戚关系，在家族内部有着名义上的平等地位，家长、族长往

往挟持着祖先的声威，用家法、家规来统治农民，使地主和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

的关系，蒙上一层家庭、家族内部家人父子的血亲关系的面纱，阻碍着农民对于

地主阶级的本质的认识。”②李文治，江太新认为，“宗族机构乃是掌握在绅衿地

主手中的压迫掠夺其他贫族弱姓的组织，又是约束统治本族农民的工具；就其本

质而言，它即是维护绅衿地主权势和利益的组织。”③对族田的作用，又说道：“清

代二百多年间，人们思想深处宗法血缘传统相对松懈；在某些地区，宗法宗族制

作为一种体制，却由于建祠修谱尤其是族田制的维系反而更加强化了。”④张杰认

为：“科举家族前辈族人，利用其经济条件督促后代踊跃应举。”⑤他还认为：“在

封建社会中，士人应考并不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而经常肩负着整个家族的共同愿

望。科举家族的成年男子，能够长期不事生产而读书应举，背后靠的是整个家族

                                                        
① 唐力行、吴建华、张翔凤：《“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代序）》，出

自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 1 页。 
②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75 页。 
③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56 页。 
④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33 页。 
⑤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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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巨大财力支持。”①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中认为：

“有些宗族的家法族规则要求族人都向宗族交纳一定的经费。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规则根据品级和官职的性质，对在职的官员确定了特别大的捐助数字。”②具体

到福建地区，概括性结论主要有以下一些。郑振满利用民间族谱，对福建家庭结

构及其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基本类型、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家族组织与传

统社会的变迁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可以把宗族组织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

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三是

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③“继承式宗族的普遍形式和基本内涵，是借

助于宗祧、户籍及某些族产的共同继承，使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保持较为密切

的协作关系。至于在较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些社会功能，如水利、交通、科举

教育及社会救济等，主要是由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承担。”④“依附式宗族的

支配者集团，主要由族房长、士绅及经理、董事之类的专职管理人员组成，此外

也包括其他享有某些特权的族人。”⑤“士绅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参

议权，对‘书田’等族产的独占权及死后‘入祀’权。依附式宗族中的重大事务，

一般均须请本族士绅参与决策，尤其是事涉公庭或族际关系，通常只能由士绅出

面周旋。有的宗族甚至规定，祭祖活动只能由正途士绅主持。”⑥“合同式宗族是

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合同式宗族的形成，主要与族人对某些公共事业

的共同投资有关。”⑦陈支平认为：“福建民间家族强调血缘关系的另一项重要措

施，是族谱、家乘的修撰。如果说祠堂是血缘关系把族人们牢固地纽结在家族组

织上的活动中心，那么族谱、家乘的修撰，便是为家族组织的活动建立的完备的

档案材料。”⑧“家族共有财产是福建民间家族组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维持家

族制度得以运行的经济支柱，其作用不下于祠堂、族谱，它与祠堂、族谱互为配

合，把族人们有效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家族组织的基本构架。”⑨“福建的家族，

                                                        
①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72 页。 
② 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 
③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62 页。 
④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0 页。 
⑤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5 页。 
⑥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8 页。 
⑦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03 页。 
⑧ 陈支平：《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1 页。 
⑨ 陈支平：《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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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十分强调家族内部相互救济相互扶助的重要性。……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优越

的巨族大姓中，除鼓励族人和利用族田赈济抚恤贫困之外，还设立了义仓、社仓、

常平仓等设施，使赈济族人的行为更加制度化。”①“即使是官僚士绅家庭，他们

固然因其社会政治地位而在家族内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但他们也因而对

家族负有更多的经济义务。”②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在

回顾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探讨了福建和广东宗族组织的家庭与家户、继嗣

等级、宗族裂变、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和权力分配以及宗族与宗族、宗族与社会、

国家之间的关系③。 

涉及探讨个人与家庭、家族关系、家庭规模且与本文探讨相关的代表性论文

有以下一些。王日根《“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认为，“因为福

建沿海地区的人们多从事商业活动，在商业经营中，他们亦遇到诸多风险，凝聚

家族的愿望亦更加强烈。”“家族建设一方面适应了外患纷起的形势，另方面家族

在抵御外患过程中逐渐地壮大势力，发展起更大的家族。小贾、中贾、大贾大体

依其走向外洋的远近而定，越大的家族就越易走向外洋，就越易赚取更大的利

润。”④曹凤祥《论明代的族田》认为，族田建置者有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也有

中小地主，“这些官僚地主、富商和中小地主建置族田通过身体力行在社会上造

成了一种令人向往、敬慕的力量。尽管有的族田建置者以赈济族众做为手段来控

制族众，但是族田在解决族众的经济困难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⑤洪璞《试述

明清以来宗族的社会救助功能》认为，“宗族社会救助的项目主要有：贫困救助、

失业救助、习业救助、生育救助、婚丧救助和教育救助。”“宗族社会救助基金的

载体即义庄，其筹建的主要方式是个人募捐，即族人无偿向本族义庄捐赠田产、

房屋或现金。”“社会救助资金的使用需要经过个人申请、邻里证明或支总审核、

义庄核准等一系列规定程序。”“宗族社会救助基金支付的原则是，专款专用和重

点使用。”⑥张研《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认为：“清代个体家庭基本是由父

                                                        
① 陈支平：《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6 页。 
② 陈支平：《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3 页。 
③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王日根：《“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⑤ 曹凤祥：《论明代族田》，《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2 期。 
⑥ 洪璞：《试述明清以来宗族的社会救助功能》，《安徽史学》199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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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及未婚子女构成。也有夫妻无子女家庭、单亲家庭、收养承祧关系的单亲家庭、

祖孙隔代家庭、兄弟同居度日一代家庭，以及单身家庭的例子（单身家庭或可计

入‘鳏寡孤独畸零户’的异常家庭）。清代直系家庭基本是由祖、父、子三代直

系血亲构成，也就是老两口、小两口，加上小两口的未婚子女。”“生产功能和生

活功能是家庭的基本功能。除此之外，教育功能 为显著。由于地主家庭不断分

化，不少贫寒的个体家庭保有耕读之风。家庭节衣缩食供给子弟读书、博取功名，

以图光宗耀祖，再振家风。”①王跃生在《清代中期家庭规模分析》中也探讨了清

代家庭规模。“就以上个案资料，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清代中期社会上，一二人

的小家庭和十人左右的大家庭均不占大的比例，5 人左右的家庭规模应为主流形

，其变动范围在 3－8 人之间。而平均家庭规模在 4.5 左右的水平上。”“在清

代中期，由于预期寿命较低，直接降低了三代直系家庭的存在比例。”②在另一篇

文章中，王跃生还探讨了兄弟分爨，“兄弟分爨行为普遍、分家动力较强也是重

要的社会性因素。从个案中可以看出，在 18 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父母兄弟的分

爨在普通百姓家庭中占有较高比重。婚后同妻子、儿女组成核心家庭成为广泛的

居住方式。当然，父母在世情况下，多子家庭采用的是父母同一个已婚子女或未

婚子女居住，而将其他子女分离出去的方式，形成一个直系家庭和多个核心家庭

的家庭居制。两个以上已婚兄弟以横向扩展方式组成复合家庭则降至次要地位。

而独子家庭在父母在世之时，则基本上保持直系家庭的生活方式。”
③
郑振满《明

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探讨了明清福建家庭的规模，“传统家庭的‘成

长极限’，一般不是主干家庭，而是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我们还发现，直系家

庭和联合家庭的演变趋势，可能不是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而是导续大家庭的持续

发展，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明清福建家庭结

构的总体格局，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动 平衡；甚至可以说，在家庭结

构的周期性变化中，大家庭的发展机会可能超过小家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占居

主导地位。然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传统家庭都有可能发展为直系家庭和联合

家庭。上文已经指出，明初福建特殊的政治环境，曾经迫使人们提前分家析产，

                                                        
① 张研：《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清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② 王跃生：《清代中期家庭规模分析》，《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③ 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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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限制了福建民间大家庭的发展。”①在《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

郑振满探讨了族人、家族与赋役的关系。“由于对里甲户籍的共同继承，使李氏

族人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无论是按房派役、照丁粮派役或照用赋津贴，

无疑都是以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为前提的，这表明家族组织具有世代相承的户

籍管理权和赋役征派权。”② 

（二）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互动 

个人组成了家庭、家族、团体、组织、民族、国家等大小不等的“社会”，

成为各种“社会”关系联结的纽带，并通过社会活动实现其联结功能。社会关系

的复杂性必然要求社会活动也是多样的。个人的联结作用使得社会活动必然产生

双向作用——也即互动，因而互动的表现形式就更为多样复杂。本文主要探讨个

人、家庭、家族之间，以及个人、家庭、家族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分别从

经济、社会及政治、文化两个层次加以讨论。 

个人、家庭、家族与社会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互动也是多样的，结合论文，

本文主要从移民、婚姻（侧重于入赘与婚姻圈的讨论）、文人交游三个角度回顾

已有学术成果。 

移民研究成果颇多，但专论移民对个人、家庭、家族发展的似不多见。著作

方面。陈支平在《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中，探讨过鳌江范氏在台湾的发

展。“本人近来获见的福建泉州晋江《鳌江范氏家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该家族

迁移台湾的历程以及两岸范氏族人的密切关系情景。”③论文方面。陈支平《清代

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认为：“通过分析黄氏郊商的谱系记录，发现所谓的

族商，并不是在家族内部普遍分布的。他们以 近亲的血缘关系为核心，逐步扩

大到本家族、本宗族以及姑表亲戚，进而再向以地缘为纽带的同村、同乡、同县

以及同府、同省的关系发展。”④陈孔立《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一文“主

要根据档案史料，比较具体地描述当年的偷渡情况、运载船只、上船与下船的地

点、偷渡的组织、船资以及偷渡客的命运，试图‘还原’当时的历史场境。”⑤苏

                                                        
① 郑振满：《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② 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③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长沙：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④ 陈支平：《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⑤ 陈孔立：《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台湾研究集刊》200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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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鸿《明清时期闽南人口的海路外流》①一文，利用族谱资料探讨了闽南人口外

流的规模和路径，分析了闽南人口海路外流的原因。庄国土《海贸与移民互动：

17－18 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以闽南人移民台湾为例》，认为“推动

闽南人移民海外的内因是明中叶以来的人口压力，而 16 世纪中叶欧人东来以后

带动的商贸和东亚、东南亚沿海地区的 发使对中国商贩和劳力的需求大增，则

是吸引闽南移民的拉力，在整个 17－18 世纪，始终存在着华人海上商贸和海外

移民的互动。”②李祖基《大陆移民渡台的原因与类型》，则直接针对台湾移民，

做了移民原因和类型的探讨。“大陆向台湾较有规模的移民始自明代，一直延续

到清末。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中，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种。

其中因大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等原因渡海来台的生存型移民占了相

当大的部分。郑氏时期的军事移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移民，但就其性质而言，仍

可归入生存型移民之列。同时在此期间也有不少以 垦、经商以及冒籍考取功名

为目的而渡台的发展型移民。尽管发展型移民与生存型移民在迁移目的上有所不

同，但由于个人能力、机遇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两者的目的与结果并不一定统

一。在长达三四百年的先民渡台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成功的个案，但对更多

的人来说，留下的可能是辛酸与不幸。”③陈东有《略论早期泉州海外华商深厚的

回报》④，探讨了华商走洋贩海获利后对家乡的回报。 

对婚姻圈的讨论，多夹杂于婚姻史、家族、人口研究中。著作方面有：潘光

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做了一张“嘉兴望族血缘网络图”，展现各大望

族间的婚姻血缘关系。他针对古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认为君子之泽，五世不一定就“斩”。他认为每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可以到 8.3 世

之久。“世家大族所以兴替盛衰的理由，自然是很多的，但不妨归并为三类：一

是‘虚的’，二是‘实的’，三是‘可虚可实的’。……风水家运、祖宗保佑、神

灵呵护一类的解释，就是比较玄虚的。……先辈中若有贤明的母亲或以孝行义行

或人品端方著称的祖宗，以前也往往被引来作为家道所以隆盛的理由。……但有

好的祖宗在，也很可以引来做一个很实在的解释。祖宗，尤其是中国的祖宗，代

                                                        
① 苏鑫鸿：《明清时期闽南人口的海路外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② 庄国土：《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 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以闽南人移民台湾为例》，《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③ 李祖基：《大陆移民渡台的原因与类型》，《台湾研究集刊》2004 年第 3 期。 
④ 陈东有：《略论早期泉州海外华商深厚的回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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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两种力量，一是遗传，二是教育。祖宗贤明端正，能行善事，表示他自己就有

一个比较健全的生理与心理组织，这种组织是他的遗传的一部分，很可以往下代

传递的。他这种种长处往往给子孙以一些很好的榜样，一些力图上进的刺激。……

后说到我们所认为是实在的一些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解释至少有三个：一是移

徙，二是婚姻，三是夭寿。……大体说来，人口分子中间，流浪性太大的固然不

能成就什么事业，而安土重迁的又大都固步自封，惟有在相当的戟刺之下能自动

的选择新环境的人，才真正能有为有守，一样成家立业，也唯有这种人才能维持

久远；时和景泰，他可以进而博取功名利禄；时艰年荒，他可以退而株守田园，

韬光养晦。在以家族制度为重心的中国社会里，这种人似乎特别占便宜，因为无

论社会秩序如何的不安定，他总有一个可以退守的老巢。……因为婚姻有类聚之

理，所以配偶的选择往往不受阶级与地域的限制。同阶级与同地域以内若有同类

的人，固属 好，否则便不惜多费一点心力，求诸于同级与同里之外。”①郭松义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探讨了婚姻的社会圈、地域圈、婚龄、童

养媳、男子入赘、妾、节妇、烈女和贞女、寡妇再嫁、出妻、卖妻、典妻与妇女

的拒嫁和弃夫他嫁等内容。“除了前面说的良贱不能通婚，旗民不能通婚，以及

禁止蒙汉通婚，限制民苗、民番结亲等法令、规定外，在清代，国家再没有对通

婚的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作其他限制了。不过话虽如此，由于阶级、等级制

的存在，各自因社会政治地位不同，造成权力、财富上的种种差异，从而使得人

们在选择婚姻时，事实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限制，尽管这不属于法律的限定。”②

通过对一些族谱资料的考察，他认为：“各家族通婚的社会圈子都具有一定的面

的宽度。列表还显示，每个家族的通婚对象，除了一定面的宽度外，还有点的集

中性，即总有一两个或三四个姓氏与其保持着相对固定的婚姻关系。”③关于婚姻

地域圈，他认为：“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按省府（州）县行政区来归类通婚的地

域范围，实际上并不科学。就县而论，一个小县方圆至少百把里，稍大的还超出

很多，这对占人口绝大多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出远门的农民，活

动范围还是大了。他们的交往，更多的限于本村、邻近村寨和周围集镇，平时连

县城也难得去，或者压根没去过县城。他们的人际圈，从地理的角度，不过是一

                                                        
①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上海书店 1991 年版，第 111－126 页。 
②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58 页。 
③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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