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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

内容概要

本书稿主要是作者近些年来发表的关于潮汕宗族与乡村传统文化研究的论文结集，作者将这些论文按
照专题形式予以整理，从而有利于广大读者对潮汕宗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有一
个深入细致的了解。全书主要分为四章，**章16世纪潮州宗族的文化建构，第二章清代宗族与地方社
会，第三章文化、观念与近现代宗族发展，第四章海外移民与宗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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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宗族与乡村文化传统
第一章16世纪潮州宗族的文化建构
小引
第一节宗族定居与祖先故事：西林孙氏
第二节家族历史的重写：举丁翁氏
第三节从平民到望族：凤陇薛氏
第四节水利建设与官、绅关系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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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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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

精彩短评

1、今吾乡风土亦渐变，久不闻旧事矣。
2、我们学校的黄挺老师，当代潮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
3、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的微妙演变，结合地方县志和族谱，实地考察，加上独特的潮汕
文化，对于一个潮汕人来说十分熟悉和亲切。例证严谨，可读性强。
4、人生一世，寥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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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本书中，作者结合乡土实地的考察，族谱。地方县志对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微妙变
迁做了一些概述。在宗族初立之初，崇尚以宋明理学为理念的乡约，以此来敦风化俗，重本明理礼，
并且推崇科举，诗书传家。是故当时是以士大夫为首教化宗族，和官府，国家关系也较为和谐。而
在16世纪以来，随着宗族的发展壮大，宗族的主导逐渐由士族士大夫转移到豪强，官方权威下降。是
故当时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豪强争强斗狠，加上潮汕民风强悍，故屡有会乡械斗，抗粮等，百姓
亦不得安宁。可见之今日海陆丰即可，民风彪悍。由于祸乱，海迁，对国家政权的失望，商品经济的
发展，人口剧增，使潮汕民情强悍，崇尚霸道资财。而礼仪秩序也被忘却，是故有族内相互欺凌，械
斗。同一时期，人口外迁下南洋。同时，随着宗族发展，宗族观念亦深入人心，影响至今。而毛认为
“族权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故建国之后备受打压，幸甚至哉，改革开放，又复兴
。海外归侨对家乡的建设，修祖坟，祠堂，编族谱，建立宗亲会。宗族文化对个人的影响：慎终追远
，注重家庭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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