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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范兆飞所著的《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研究主旨是选取“士族群体”之考察视角，探讨公元三至九
世纪太原士族群体作为有机社会阶层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复兴直至彻底消亡的历史过程。《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石刻，以太原士族群体升降沉浮的历时性特征为切
入点，在家族史、地域史和政治史三个维度内拓展深化，揭示了中国中古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变迁过
程和单体家族的兴衰及其影响因素。本书既立足学界已有的丰硕成果，也有别于学界通行的土族个案
研究和宏观的士族阶层研究。因此，本书对中古士族研究本身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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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兆飞，1978年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2001年7月毕业于雁
北师范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导师：李书吉教授
）；2007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韩升教授)。2009年晋升为副教授。2011
—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合作导师：阎步克教授）。2012－2013年任美国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合作导师：Patricia Ebrey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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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第一节 贵族政治与寄生官僚：日本两大学派的交锋
第二节 多元模式与范式束缚：士族研究理论的演变
第三节 本书研究思路及内容
第一章 东汉太原大姓势力的形成
第一节 郭泰品评与太原士人
第二节 汉末太原大族次序之竞争
第三节 结论
第二章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与太原士族群的升降
第一节 亲曹反马与家族零落：以太原令狐氏为例
第二节 政治倾向的动态转变：以太原郭氏为例
第三节 叛曹亲马与士族上升：以太原孙氏和王氏为例
第四节 结论
第三章 西晋太原士族交游网络的凝结
第一节 《华芳墓志》与王氏婚姻圈
第二节 太原士族群交游网络的凝成
第三节 结论
第四章 西晋末年的太原士族群与北方局势的演变
第一节 刘琨刺并之政治背景
第二节 刘琨刺并之力量凭借
第三节 刘琨刺并之经营策略
第四节 刘琨卒后之声名浮沉
第五节 王浚经营河北之力量凭借
第六节 刘琨和王浚督镇之比较
第七节 结论
第五章 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第一节 太原郭氏的复兴道路
第二节 血统真伪与并州首望之争
第三节 墓志所见太原士族婚姻圈之重塑
第四节 结论
第六章 北朝东西政权之对峙与太原士族群的动向
第一节 椎冰故事和东西政权攻守转换
第二节 太原王氏人物之动向
第三节 太原郭氏人物之动向
第四节 其他家族人物之动向
第五节 结论
第七章 《晋阳造像颂》所见隋代太原家族格局的变迁
第一节 《晋阳造像颂》
第二节 隋代太原家族的多样性
第三节 结论
第八章 唐代太原士族的婚姻关系与门第消融
第一节 太原四房王氏之婚姻
第二节 王氏旁门枝叶之婚姻
第三节 其他太原士族之婚姻
第四节 结论
附录一 隋唐士族迁徙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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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原郭氏为例
第一节 郭氏迁往东都者考
第二节 郭氏迁往西京者考
第三节 郭氏滞留并州者考
第四节 结论
附录二 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
——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第一节 六朝太原王氏的祖先记忆
第二节 唐代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
第三节 结论
附录三 史料批评、文本解读与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
——评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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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略感失望
2、电子版
3、由滬赴漢火車上讀完。
4、不够典型的个案研究对于士族研究，没有代表性；但是很多士族的发展道路，恐怕并不符合所谓
的典型特征。因此，个案研究确有反思的必要。从这个角度说，这本论著是一本对士族研究的反思之
作。值得阅读。
5、从绪论中的立意看，作者对士族研究给予了非常精彩的总结与批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从
东汉至隋唐，前半部分主要结合文献，后半部分大量对石刻史料整合统计，分析太原地区士族的兴起
、衰落与复兴，说明士族内部群内部合作与竞争并存，婚宦相济；新旧主旁继起，伪冒自北魏至隋唐
逐渐加剧；士族家族地方向中央城市流动，形成城市化和官僚化倾向，政治影响渗透。遗憾的是，作
者在努力收集材料并呈现出太原地区士族内部的复杂生态同时，个别篇章有所发挥，然而全书却无太
多新意结论能够对旧说加以补充，只是对士族印象做出了更加详细的描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表格和
案例。立足于太原，固然可以减少研究难度，深化研究细节，却把太原群体过于前景化，更何况，孤
立于山东（或华北）地域的太原是否具有这样的典型性也难置确词。最后对仇著书评颇为仔细。
6、不错的研究
7、想要了解学术史，必看的书。
8、果然和07年的博士论文大有不同，一个学者的进步和成熟就是体现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
9、附录三，墓志材料处理显得些许粗糙
10、不是很习惯作者的文笔？
11、看来没有一定的想象力，中古是搞不成的
12、门外汉花了一天时间读完，很多史料部分看不懂也就略过，感觉前面的文献评述做得不错，但后
面的立论没读到特别精彩的。知道了“郡望”是什么意思。记住了何晏和寒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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