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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涛  余劲东

以选拔治国人才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在

隋唐时期初步确立，并在宋明时期逐渐走

向完备。如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催生出“门阀士族”一样，“科举”制度的

发展也使“科举家族”这一概念逐渐引人

注目。根据最早提出“科举家族”这一概

念的学者张杰定义，它是指那些“世代聚

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

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清代科举家

族》，2003）尽管科举家族在中国近世特别

是明清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对国家政治、

地方社会 , 乃至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等各方

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这一课题的专

门研究却起步较晚。虽然近十年来已有少

数学者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对

《明代的科举家族》：提出新的研究路径

不同时期的“科举家族”进行了宏观分析

以及个案研究，然而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

的近作《明代的科举家族 ：以宁波杨氏为

中心的考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科举

家族”的众多相关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

探讨。

该书题名对“明代的科举家族”这一

研究范围以及“宁波杨氏”这一研究重点

的强调，意在有别于之前学者对“明清科

举家族”的宏观性研究，不仅凸显出自身

在关注领域（明代）以及研究方法（个案

研究）上的学术特性，也有助于引导其他

学者更多以类似方法关注相关课题的研究。

该书的七章分别探讨了有关宁波杨氏科举

家族的基本情况、家族维系对地方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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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参与、重要成员的诗文特征等四个方

面的问题。作者由纵、横两个方向来关注

宁波杨氏这一科举家族，纵向以“历史嬗

变”的视角，揭示出“宋元明时期的杨氏

家族兴衰历史及家族特色”； 横向则分别探

讨“杨氏家族的维系”、“杨氏家族与地方

社会”以及杨守陈、杨德周等家族成员的

学术、思想以及诗文创作等诸多议题。

因为家族传承与朝代更替并非总是处

于同步状态，故而在研究明清科举家族史

时，目前学界的普遍做法是将明、清作为

一个整体来谈，通过前后数百年的长时段

关注来探寻家族兴衰的历史轨迹。钱先生

专研明代的做法虽然看似人为地割裂了宁

波杨氏这一科举家族在明清间的传承，但

却是出于杨氏家族因抗清而导致满门覆灭

的现实考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之所以

明代宁波杨氏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不仅在于王世贞所指出的“一门科第禄位

之重，无过于鄞县杨氏者”；更在于杨氏家

族从发展到中落，经历了引人注目的 N 字

形走向。杨氏家族虽然在明初处于破落的

状态，然而在永乐至正统间通过读书应举

的方式为家族的发展进行了原始积累，从

而有了景泰至正德年间“名盖东南”的局

面出现 ；在此之后的嘉靖年间，杨氏家族

虽出现短期中落，而在明末的天启、崇祯

年间，宁波杨氏再次有所进取 ：其时，杨

德周担任福建莆田知县，而杨德周的几个

直系兄长一任京官、一任按察使，杨氏官

员分布朝野内外 ；至明清鼎革之际，杨氏

家族以“四忠双烈”的形式终收名门之局。

虽然钱先生以明代为研究中心，但也兼及

宋元及清初的杨氏家族情况，使得读者能

够宏观且全面地了解一个明代重要科举家

族的来龙去脉。

除却通过个案研究考察明代“科举家

族”，从而丰富前人有关该议题的论述之

外，钱先生也对“科举家族”这一概念的

定义进行了补充完善。尽管学界有关“科

举家族”的概念尚有不少争议，然而钱先

生以《镜川杨氏宗谱》这一罕见史料为基

础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认为族员间的

血缘认同感致使异地进士在认祖归宗的前

提下仍可最终入家谱 ；指出家族内部至少

需要有两个以上进士出现才能称为科举家

族。这些见解和思路无疑为后人继续延伸

这一议题提供了启发。

钱先生首先关注明代宁波杨氏科举

家族，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然而，对

于宁波杨氏作为“科举家族”的特性这一

问题，还可作更加深入的研究。所谓特性

是指 ：从时间维度看，它和宋代、清代的

“科举家族”有哪些不同？从空间维度说，

明代位于宁波的杨氏家族和位于其他省份

的“科举家族”有什么不同？此外，“月

满则亏”、“水满则溢”是千百年来的铁律，

宁波杨氏为何终究没能摆脱这一规律束缚

并走上稳步发展的新道路，而是如同其他

家族一样呈现出波澜起伏的态势？如果把

“科举家族”这一问题放入更广阔的历史视

角考虑 ：“科举家族”这一概念在千余年的

传承中有何种发展抑或扬弃，亦即宋、明、

清三代的“科举家族”，是否具有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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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科举家族”的构建，除了自身这种

代代传承的地缘、血脉关系，是否还有其

他因素促成？如果能够对以上问题进行更

为深入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影响中

国古代政治格局近千年的“科举家族”这

一重要社会现象的理解。

总的来看，钱先生的这部著作，立足

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以及深入的个案分析，

推进了目前有关“科举家族”的研究，提

出了众多可供继续思考的问题，堪称明代

科举家族研究史上里程碑。同时，该书也

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 ：有关“科举家族”

的宏观性论述，需要建立在更多相关个案

研究的积累之上。

（本文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

系博士）

新书
来了

该书自 1949 年出版以来，陆续被翻译为

多种欧洲语言及日语，是比较文学领域赫拉

克勒斯式的壮举，也是古典文化接受史领域

的里程碑式著作。

    该书的主旨是勾勒希腊语和拉丁语传统

影响西欧与美国文学的主要途径。以此为线

索，作者带领读者对西方文学进行了全面的考

察。全书自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和日耳曼

蛮族文学在“黑暗时代”破土而生写起，描绘

了直到 20 世纪初西方文学的发展脉络，涉及

众多的人物与主题。书中谈到了奥维德对法

国中世纪文学的影响、乔叟对维吉尔和西塞

罗的借鉴、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学与“异

教”文学对抗、巴洛克时期对塞内卡的模仿

及讽刺作品的重生，经过革命时代灿若星河

的天才，最终落脚在现代主义的诞生和成型。

全书以博雅晓畅的语言写成，没有现代文

学批评中充斥着的学术黑话，作者以轻柔而

富有魅力的语调，将贯穿在西方文学传统中

的核心主线向读者娓娓道来。这也许不是面

面俱到的文学史，却是一部紧扣主脉、细节

饱满、层次丰富的立体的文学史。

●《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

  影响》

●著者：［美］吉尔伯特·海厄特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 年 10 月

●定价：78.00 元

2015-10内文.indd   73 2015/9/25   11:3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