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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祖宗》

内容概要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
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皇帝和祖宗:华南的
国家与宗族》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
良民。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
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
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
“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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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對樓主有幾點不同意見。樓主認為說，到了近代中國，“祖宗被扔的茅坑里，再也抬不起来了”
，言下之意即是說宗族自此消失了，或者說它們不再起到原本的作用。其實關於這點，科大衛教授早
已說過，宗族到了近代中國，它並非隨著國家制度與社會的巨變而消亡，相反，它重新融入到了社會
之中。比如在華南地區〔包括香港〕，就有不少宗族慢慢地在商業化之中成為“現代公司”。關於這
點，日本學者松原健太郎的〈是信託還是法人? 中國宗族財產的管治〉一文〔刊《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七卷第二期〕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此外，我覺得樓主不應該對這本書打三顆星。在我看來，三顆
星意味著這本書寫得“相當糟糕”。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科大衛教授這部著作，我先後全文閱讀了
大約四次，之間每次閱讀相隔數月〔最近的一次則是在春節用了前後一周的閒暇時間重讀〕，每次讀
畢都會有全新的體會與收穫，對科大衛教授的理念有更深的認識。《皇帝與祖宗》全書通過對超過數
十份明清族譜的解讀，以及大量方志記載的佐證，綜合前人學術史上的貢獻，為我們全景式展開了華
南地區宗族發展的脈絡與景象。全書最令人出彩的部份，在我看來，除了對一手史料的竭澤而漁〔甚
至連收藏在日本東洋文庫的孤本方志也不放過〕，還有就是對史料的高度提煉與解讀，沒有像其他國
內歷史著作那般，大段大段地徵引史料原文，而作者自己的解讀則並不多也並不深。就沖以上這幾點
，可以說，科大衛教授這部《皇帝與祖宗》是我近年來所閱讀社會史著作之中最為出色的一部〔其所
體現的學術功底與視野遠比趙世瑜教授的《小歷史與大曆史》等書高了至少兩個階層〕。由是之故，
我對這書的打分自然是完美的五星〔當然中文譯本的翻譯還是有一些小瑕疵的，比如將人家漢學家羅
友枝、包弼德等人的中文名譯錯了，不過這錯也是譯者的錯，和原作者無關〕，見到樓主給這書只打
三星，不免心血來潮回覆幾句，權作商榷。
2、全书对于宗族作了很细致的观察，尤其感慨于尾声中说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去走一走感受这些历史
遗迹，这也引发着做历史的人得责任和幸福。但是全书太注重宗族，国家，和各种经济开发和发展的
联系，而宗族内部承担起的对于族人，尤其是孤老寡妇和读书人的责任只是一带而过，感觉就是一块
厚厚的马克思主义的大砖头迎面砸了过来。
3、　　本书主要描述了珠三角地区明清时期宗族的形成、发展、扩散和衰亡的历史。本书从制度层
面讨论“皇帝”与“祖宗”，“皇帝”主要指用于控制地方的里甲制度为核心的赋税、服役、军事等
的制度，“祖宗”主要指宗族为核心的控制土地、缴税、教育、水利和地方防卫的地方组织制度。可
以说，地方宗族的形成有赖于王朝推行的制度，王朝制度和统一意识形态赖地方宗族才能生根发芽，
两者的互动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科大卫教授甚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王朝是世界上
最早的现代国家。可见，从明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国家化的过程，这无疑把汪晖先生的结论往前推
了一个朝代。当然，两者讨论的重点不同，科大卫教授讨论的是明王朝通过里甲制度把宗族为群体的
地方百姓纳入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汪晖先生则侧重于讨论清王朝如何解决皇帝与汉民不同祖宗的问
题以及逐步把边疆、海防纳入到国家版图中。但他们讨论到同一个问题，就是“皇帝的=祖宗的/我们
的”的过程，即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王朝到帝国的转变的微妙变化。
　　经过元末动荡，明朝前期的珠三角地区被地方强豪所控制，在这里推行里甲制度，这一本土化的
过程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与以往的历史不同，本书开拓了地理历史的空间维
度，围绕珠三角沙田的开发、合法化登记、税赋、防护等问题，描绘了王朝与地方两者以文化为资源
和手段展开利益博弈的过程。王朝凭借里甲制度和将神明合法化的方法控制和承认地方的合法性；宗
族为保护其本族利益，通过模仿对中央政制和推广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地方社会并以文化资源拒绝或归
顺中央。
　　宗族的产生得益于两种制度：家庙与族谱。前者来源于1521年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争论。当时
皇帝拜祭生父而非前皇帝，当时几位重要的珠三角官员站在皇帝一边，并在他们的家乡修建了表达政
治立场的“家庙”。后者源于1581年里甲制度的推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登记户口直接关系到赋税
服役，在对外贸易繁盛以及沙田产权纠纷问题突出的珠三角，则逐渐演变为赋役折银，登记人口逐渐
演变为丈量土地：这也促进了文书的记录和教育的发展，进而有了追溯家族祖先的族谱。这场16世纪
的社会革命促进了家族的产生，也使珠三角本土的理学思想纳入到王朝的意识形态，宗族的合法性开
始从追溯祖先转移到科举功名。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17世纪宗族的乡绅化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也
使地方与中央通过科举结合得更加紧密，宗族利益借助理学的包装，在乡镇建设和组织中发挥重要作
用，从此“皇帝的=祖宗的/我们的”这一方程式开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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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祖宗》

　　17世纪中期，明朝覆灭，南明、平南王和靖南王在广州的暴力统治随着康熙平定三藩而结束。清
王朝进一步推进明王朝16世纪的变革，如“一条鞭法”和1712年的“摊丁入亩”，但里甲制度逐渐丧
失了赋税的功能，成为乡镇组织保卫工作的制度。地方文人以乡饮酒礼表达其对汉族王朝的效忠，皇
帝则通过承认广州的神明而表示中央对珠三角的亲善态度。王朝更替并没有带来制度上的深远影响，
乡绅化的宗族依然通过皇帝的承认控制地方，比如修建桑园围。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防压力增大
，地方与中央在厘金收取的问题上产生竞争，聚焦在巡抚和总督的矛盾在鸦片战争时期达到顶点。19
世纪华南海盗侵袭、英军攻打广州，1853年天地会叛乱、朝廷开始下令各地组建团练，拉开了地方军
事化的序幕。这一转变使中央无法照常征收地税，因为地方有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能力和中央就税收问
题讨价还价。这一转变迫使中央把税基转移到贸易税上，这也推动了商会、行会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
征税行为。
　　清末民初，“宪政”、“议会”、“共和”等政治新词汇开始广泛传播，通过召开咨议局和国会
等方式，地方乡绅化的宗族以联合的方式组织起来继续掌控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
甲午战后，中央政府的在政制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表现，其实质是：中
央对地方的盘剥使掌握财政命脉的地方乡绅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主权。在清末到民初的过渡时期
，华南的宗族继续以各种新鲜的名号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也可以解释革命后参与政权建设的主要群体
仍旧为乡绅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使宗族在城市控制地方成为可能。前者是科大卫教授所
没有谈及的，在施坚雅的《农村社会结构》里谈得很清楚。由于编练新军和咨议局的召开，地方政治
中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迫使知识阶层游离出乡村，走向城市，城乡开始拉开
一道大大的口子。打掉皇帝的人，很多是这样半新半旧的知识人，他们以行动和思想培养下一代的新
式知识分子。皇帝没有了，剩下的祖宗很难从中央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转而组织更强的地方联合，这
也是太平天国时期东南互保的遗产：联省自治。宣传地方而中央的合法性，进而维护中国的统一、抵
御外国列强的入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思想最初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之前康梁等人“保中
国而不保大清”的思想。
　　地方社会要权利的政治诉求在共和与复辟的折腾中石沉大海，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始终无法在政
制层面上解开。文明的革命没有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无尽的战争与贫困。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希望与
失望中成长起来的。眼见乡绅、知识分子们耍弄着“共和”的旗号，却没有兑现承诺，于是他们恼火
了。他们觉悟了，其“最后觉悟”，不是批评“共和”的水土不服，而是把矛头指向半旧半新的知识
分子，把他们在乡村乃至城镇的老底揪出来，搬出更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任何他们有关的
乡约民俗都被打上“封建”的标签，无情摧残，而所谓的“民主”，则龟缩在角落，悄然从大众直选
演变为“专政”。
　　皇帝没有了，祖宗不要了，乡约成为封建的，民众真正成为没有组织的群众，知识分子出走了。
乡村与城市的街头弥漫着暴力与血腥。曾经的庙宇、祠堂，是宗族运用乡村认同的仪式和节庆活动对
抗和承认中央权力的地方，此时的菩萨和祖宗都被扔的茅坑里，再也抬不起来了。
　　
4、2011.10.01——2011.10.30其实主要是讲珠三角宗族建设与王朝国家的整合，结果看完后令我对其他
地区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更有兴趣了，可见的未来又要损失一大笔银子了(T_T)
5、十分好，店主服务很到位
6、出色汉学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视角，本书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实际上在探讨朝廷的合法性建设
，即怎样让一个王朝的子民形成“国家认同”，也就是对朝廷统治的接受。这一视角来自政治社会学
。
7、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值得学习!
8、那几个星期，这本书虐死我了
9、或许这就是政治的艺术。
10、华南研究
11、称得上是大家之作了，很详尽~
12、用来学习该方面专业知识~应该不错~~~
13、P431原文“社会史的研究如果要有说服力，就必须结合地理。⋯⋯河流、山脉，对于商贸往来、
人民流动，及因此造成的思想传播，当然是重要的⋯⋯”本书就珠三角地区明清乃至近代的宗族做了
详细的论证，对这个时期地方社会的变迁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对了解珠三角地区的宗族文化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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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益。
14、科大卫此书，对于华南的分析很是详细，对于宗族的研究也很到位。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
明清朝代转换之际，在华南民间的反应，其中所讲述的几个故事，很是有趣。惜科氏将战线拉得太长
了，差不多是整个华南的一部历史，而对于皇帝与祖宗，或者说国家与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更
多更细致的剖析。
15、第四章，我们与他们。圈内与圈外的区分与疍、瑶等族群的命名的关系。
16、古人很聪明，靠近政权，却是为了逃离政权，争取自由，打不倒利维坦，就要学着和它打交道。
17、现代国家在构建利维坦的时候就是把个人原子化，把资源、权力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个人在生死
问题面前，不得不诉诸更强大的集体。西方把教会的契约传统移植到世俗社会，形成法律框架内的个
人-国家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则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传统地方社会被贴上“封建”的标签，和皇帝
、帝国一起被推翻，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的震荡可谓空前绝后。种种问题潜伏着，在华南，正如
楼上所言，它们可以从宗族的没落找到一丝线索。个人在地方社会找不到有效的组织以抗衡国家对个
人权利的侵犯，所以公民社会的建立目前仍然需要理论上的探讨。
18、歪果仁专注起来还是很会用材料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缺少那种带有强烈在地情感的经验世界偏见
，所以个中巨擘往往能以一种合理的他者介入异国视域，挖掘到本土学者极少重视的物状。当然，这
样做的坏处就是很容易以为某些东西是个大新闻，例如本书的开篇前那些耸人听闻的话和第一第二章
的铺陈
19、楼主对书本的概括很到位，把整本书的脉络都说出来了。
    珠三角是这本书的舞台，主角就是宗族，科大卫利用详实的史料将宗族制度的由明朝到民国的变化
演绎出来。明朝之前，珠三角的宗族更多是注重血亲关系、控制入住权的组织，而地方田产往往是在
道观庙宇的名下；到了明朝，里甲制度、黄萧养之乱、大礼议等因素促使了地方士绅将宗族作为了控
产组织，并利用认祖归宗的方式，来构建国家认同，获得中原皇朝的承认；而到了清朝，这种宗族控
产组织进一步壮大，承办了地方水利兴修、团练治安等公共事务，在鸦片战争至民国期间，宗族衰落
的过程楼主已经讲得很清楚。
    读这本书，本人更多的关注点在于由盛而衰的过程。我们没有出现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但宗族组
织却承担了组织民众、管理地方事务、向中央表达民意、制衡皇权的功能，社会的结构是“皇帝—士
绅—民众”。但一如楼主所言，民国废除了科举、发展重心转向城市，而在民国及中共的历次革命活
动中，原本宗族的合法性被打掉了，被冠以“封建落后”之名，社会结构变成了“国家权力—民众”
，宗族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也正正是新的合法话语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取代地方宗族，土改、斗
地主、人民公社......
    而我们当今的很多社会问题仿佛可以从宗族的没落里找到一丝线索：在乡村，宗族被打散了，新的
组织领导处于国家权力架构之下，在诸如征地拆迁等问题上，一边是掌握着庞大行政资源、以国家之
名谋个人私利的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则是缺乏资源、已被原子化的民众。而当局出于政治稳定的考
虑，在民众自主结社、创立社会组织方面慎之又慎，城市很难走“公民社会”那条道路，官方的所谓
基层组织难以承担复杂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组织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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