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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前言

　　“崇文抑武”是北宋的基本国策之一，在两宋320年的历史里，始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其影响
所及，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彻底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武人专
横跋扈的局面，使赵宋政权走向稳定；它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增强了他们对国家
和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两宋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两宋知识分子社会地
位的提高，在维持和巩固赵宋政权的前提下，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入仕之路比前代通畅，
在政治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发言权，出现了所谓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二是人身上不杀少
辱，享受到了一定的人格尊严；三是思想活跃，关心时政，积极著述，知识分子间相互交往更加密切
，从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士绅阶层。　　两宋社会的政治氛围，为以致仕官员和落第举人为主体的士
绅们，或赋闲消遣，或探讨文学艺术和琴棋书画，或互助互勉，或参与地方政治，包括兴修水利、抗
灾防灾、均平赋役、强化社会治安等方面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就是宋代士绅结社获得蓬勃发展的一
个重要原因。今天，当人们将史学研究的视野逐渐由中央王朝延伸到地域社会时，两宋士绅在乡村和
民间的活动，尤其是结社活动，势必引起学界的更大关注，因为这也是宋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
要内容。　　但是，在前些年，人们对两宋士绅结社活动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不仅乡约、义役、义
约、救济组织、学术团体尚未纳入研究范围，类似士绅结社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士绅结社对推动
文化艺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等方面，都还留有不小的研究空间。现在十分令人高兴的是，周扬波副教
授的专著《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上述内容的空白，该书的问世，相信会将
今后宋代士绅结社的研究更加推向深入。

Page 2



《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将“士绅”界定为具有影响力的知识阶层，“社”界定为民间自发组织，并将宋代的士绅结社分
为乡约、经济合作会社、民间救济组织、士绅武装、耆老会、文艺会社六大类，分别述其源流，考其
发展，着重论述其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认为士绅结社起到了填补政府权力空白、整
合民间资源、建立交游网络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宋代士绅作为民间领导阶层的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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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扬波，1976年生，浙江江山人。先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分别获得历
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曾在报社、博物馆、机关工作，现为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与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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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乡约　　乡约是中国古代基层中的一种重要组织，起着辅助官府教化百姓的作用。它在
长达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最早的乡约由北宋熙宁年间理学家吕大钧创立推行
，史称“吕氏乡约”，属于士绅自主发起，民众自愿参与的民间组织，旨在推行乡里教化。之后陆续
有士绅在各地零星推行乡约，皆以吕氏乡约为蓝本。乡约真正成为乡里重要组织，则始于明代大儒王
守仁以巡抚身分制订推行的南赣乡约，其特点是官方倡导，士绅表率，民众参与。官方力量的渗透，
使乡约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乡约在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乡甲约”和宣读圣谕现象
的出现，表明它已经发展成为官府和士绅共同控制民间社会的一种半官方组织，其中官方力量又占据
了强势地位。　　宋代乡约与社仓、书院一样，都是其时民间活力结出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它没有像
后两者那样在全国范围广泛推行，所以未能得到学界相应的重视。学者大多是在研究明清乡约时追本
溯源提及吕氏乡约，偶有专文论述吕氏乡约也未能将之放在乡约的发展历史中考察，目前尚无专文探
讨整个宋代乡约推行的内容和状况。而作为明清乡约的源头，宋代乡约具有明显而独特的时代特征，
值得深入分析探究。吕氏乡约的背景和内容　　吕氏乡约作为乡约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先行者出现于
宋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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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精彩短评

1、宋朝是一个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文彦博曾经和宋神宗如此说过。
2、不错，很多材料是我所需的。
3、82页，欧阳修这样解释土豪：所谓土豪者，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足以畏敌，又能谙敌情伪，凡于
战守不至乖谋。委以一州，则当视其州如家，系己休戚。其战自勇，其守自坚。又既是土人，与其风
俗情浃，众亦喜附之。
4、严谨的学术著作
5、2014年1月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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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周揚波《宋代士紳結社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1版1印。唐時結社蓋民間社邑之事，敦煌遺書之
發現與研究，對此已有所揭示。宋人結社則盡顯文人士子之風，復于宋代乃至明清社會造成極大影響
。本書分宋代士紳所結之社爲六大類：鄉約、經濟合作會社、民間救濟組織、士紳武裝、耆老會、文
藝會社，分別論述。其發掘史料之功，釐清事實之辨，堪稱佳作。余往年嘗留意詩社、鄉約諸事，亦
曾讀包偉民《宋代社會史論稿》，其中「宋代的士紳社會」一章，即周揚波所撰也。今讀此書，復溫
舊說，頗愜心意。此書文藝詩社一章補充歐陽光《宋元詩社叢稿》甚多，惜于北宋末廬山詩社仍漏收
，余嘗發表專文考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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