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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韩国学者朴元熇教授，国内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史、明清史学界已经相当熟悉了。

他执教于高丽大学东洋史学系，早在 1991 年，该系受韩国东洋史学会委托，与北京大学历

史系合作，在北京成功举行了“东洋史学会第十届研讨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在中国

出版了《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该书第一次向中国系

统展示了韩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会议则是第一次中韩学者进行大规模学术交流。这次

会议是在 1992 年 8 月中韩建交之前进行的，属于民间交流，可以说推动了中韩历史学界的

了解与交往，是中韩人民友谊的一段佳话。而朴元熇教授是上述活动的主要推动者。随后朴

教授推动高丽大学东洋史学系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建立合作关系，高丽大学选派留学生来华留

学，北京大学则派教师赴韩讲学。朴教授还派学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留学，开

展徽学研究。他多次带领学生参加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徽学会议和明清史方面的会议，与

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 

朴元熇教授研究明清史，早期研究关注明初朝鲜关系，近十几年转向社会经济史，重点

探讨徽州宗族史。朴教授曾经在台湾大学和东京大学留学，熟练掌握汉语和日语，英语水平

也很好，语言优势为他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2002 年 5 月韩国的知识产业社出版了朴元熇教授所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汇总了

他 20 世纪 90 年代后研究徽州宗族的学术成果。该书主要利用族谱，结合地方志、书札写成。

全书包括论文、资料、调查记三部分，并附录徽州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与中文要旨。下面

就书的主要内容介绍并加以讨论。 

第 1 部：研究论文。包括徽州文书和徽州学研究、明代徽州宗族组织扩大及其契机——

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徽州真应庙的宗祠转化和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

心、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和宗族组织——以

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和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明代

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明人方用彬书札》为中心七篇论文，

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其中后六篇论文代表了朴元熇教授的研究水平。 

《明代徽州宗族组织扩大及其契机——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一文，曾在中国的《历

史研究》发表
②
。该文分析了徽州歙县柳山方氏在明万历年间十派联合的契机和原因，认为

围绕祀产的宗族间的纠纷加强了同族结合，并造成了趋向组织化的宗族范围更为扩大的契

机。而宗族间的土地纠纷，是由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其特征在于试图以宗族为单

位解决问题。这种宗族间的纠纷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存竞争日益激化，由于里甲

制的弛缓，调停纠纷功能减弱，明代中叶以后乡村失衡。他的研究还试图说明明朝嘉靖十五

年（1536 年）以前已经出现的民间祭祀始祖和同族结合现象，认为嘉靖十五年朝廷因夏言

的奏请，允许士民祭祀始祖，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同族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与该论文在

                                                        
① 由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很少有人懂得韩语，该书具有的意义就更大。后来朴教授不断将他的论文翻译成

汉语在中国重要刊物发表，这是值得倡导的。当然这也反映出他的论文具有的学术质量。 
② 《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又该文于 1996 年 9 月提交中

国社会史第 6 届年会暨“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入李禹阶等主编《区域  社会  文化——“区

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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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东洋史学研究》上发表的同年，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也发表了与此主题类似的论文，中

岛乐章研究徽州休宁县茗州村吴氏的宗族纠纷，指出茗州吴氏明代中期以降与周围宗族的激

烈对立，这是以十六世纪以前土地开发达到最大限度，人口压力日益增加，人口增多与耕地

不足的矛盾日趋深刻，围绕着有限资源发生的激烈竞争为背景的。与其他宗族不间断的争斗，

成为扩大宗族统合、强化宗族组织的重要契机
①
。他们的研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提示我们

研究宗族要结合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进行。 

《徽州真应庙的宗祠转化和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在中国的《中国

史研究》发表过
②
。该文以真应庙转化为统宗祠为焦点，指出东汉时的仙翁庙只是纪念方储

个人的专祠，自北宋徽宗敕额“真应”改为真应庙，由专祠向宗祠转化，产生了独立建筑物

宗祠。方氏藉置祀田进一步明确了真应庙的宗祠性质，并藉悬挂方储裔孙中 32 位名人画像

于庙壁，促进了以方储为始祖的宗族联系。该祠从明代中叶开始成为方氏宗族组织进一步扩

大的核心，它在认同方储裔孙的各派联合中提升为统宗祠。真应庙转化为统宗祠的过程，始

于万历二十四年，直至康熙九年新建的真应庙告成才算结束。认为真应庙的历史演变过程，

也是柳山方氏扩大其宗族组织的过程，它同时典型地反映出北宋以降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过

程。朴先生的论述也是在与我讨论基础上提出的，我曾举出北宋山东出现家庙制度影响下的

祠堂，属于家祭性质；南宋时期福建莆田祠堂出现了家祠向宗祠的转化
③
。朴先生认为他的

研究，无庸置疑，这是修正已往认为南宋时才出现民间宗祠之见解的一个新事例，这表明宋

代以后出现的宗族制新形态可上溯至北宋初期。根据我最近的研究，福建莆田地区宗族祠庙

祭祖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就有祠庙祭祖的事例，但多与佛教寺院相结合，脱离宗教寺观而独

立的祠堂是在宋特别是南宋时代
④
。徽州宗族的祭祖，在宋元时期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

宗教性寺观的结合开始分离，独立性祠堂渐兴
⑤
。徽州作为宗族发达地区，祠堂祭祖起源较

早。我想朴先生所举的北宋事例，实际上是与地缘性社祭结合的庙宇走向独立化的一个事例，

他也认为仙翁庙是座地缘性很强的乡村社庙。事实上，真应庙还是有很强的专祠特点。朴先

生还置疑我举出的元代大宗祠事例，不过是祭祀始祖的祖庙，一个宗祠而已，不能看作是统

宗祠。假若这些一概是统宗祠，那么以真应庙的事例来看，统宗祠的出现该上溯至北宋初期。

真应庙确实转变为宗祠，但它尚未具备名副其实的统宗祠的整套功能，只由新建真应庙的苏

村派负责管理并维持到明代。在此，我对朴先生的置疑作一说明：首先我所举的浙江戴氏、

江西罗氏与刘氏、福建林氏、安徽汪氏 5 个事例，是“祭祀始祖的大宗祠”。这里的大宗祠

强调的是祭祀始祖，重点在祭祖上，一般也可以称为宗祠；而“统宗祠”则是指祭祀始迁祖

统宗合族，统合诸支族人是其重点，二者之间有些差别。虽然我们也能看到大宗祠有统合小

宗的情形，如元代安徽汪氏。但是徽州较多出现统宗祠还是在明代嘉靖十五年允许祭祀始祖

以后，统宗祠是明代宗祠的特点
⑥
。宋以后的新宗族形态有其同质性，但是宋元与明清的宗

族形态是有差别的，可以看作是宋以后宗族发展的两个阶段。宋元是宗族制度的转型期，南

宋朱熹《家礼》的流行是关键；明清是宗族组织的普及期，宗族乡约化与嘉靖十五年的祭祖

改革是关键。我的研究是以此为基点的，所以不敢把北宋宗族的发育程度估计太高。 

《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一文，曾提交中国社会史年会
⑦
。

                                                        
① 中岛乐章《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江淮论坛》（合肥）2000 年第 2、3 期；李建云译

自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东京）第 62 卷第 4 号，1996 年。 
②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8 年

第 3 期。 
③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2—173 页。 
④ 常建华《明代福建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研究——兼论福建兴化府唐明间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

史评论》第 3 卷，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17—121 页。 
⑤ 常建华《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 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⑥ 常建华《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2003 年第 5 期。 
⑦ 该文于 1998 年 8 月提交中国社会史第 7 届年会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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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一带是长江以南分布较广的方氏族源地，更是奉祀方氏始祖方储的仙翁庙、真应庙以

及方仙翁信仰的中心，这些仙翁庙自东汉到清代被陆续兴修。该文探讨浙江淳安县方储的真

应庙与仙翁庙，指出光昌乡富山村的方仙翁新祠是逐步地完成宗祠转化的一个好例证，但是

东廓的真应庙处于与异姓宗族杂居的县城，直至清末也未转化为宗祠。认为宗祠转化的时机

与情况，随着宗族在所居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一研究无疑有助于我

们认识中国庙宇形态的多样性与宗族形成的客观条件。 

《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和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一文，考察了歙县柳山

方氏商人与宗族组织的关系。认为万历年间方氏将真应庙改造为统宗祠主要是由商人出资

的，方氏所修《方氏会宗统谱》也主要借商人之力完成，目的是为了强化和扩大宗族组织。

明代中期以来，较显著出现的新形态的宗族制，确实与商业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
①
。不过关

于徽州商人与宗族的形成未必是直接的关系，诚如日本学者铃木博之从歙县溪南吴氏宗族内

部结构考察宗族形成与商业活动的关连，指出宗族组织的形成由商业活动产生的利润还原而

促进是不能否定的，虽然宗族组织自身以商业活动为后援不能确认是事实，而可以认为商业

的提携限定在以各个“家”为中心的范围内
②
。所以商业利润只是为宗族建设提供了一定的

物质基础，却不能视为宗族组织化的必然条件，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还有多种原因。 

《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和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一文，探讨了商业宗族

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认为徽州商人虽然在商品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把积累的商人

资本投资或耗费在宗族，巩固了既有的陈旧社会结构。 

《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明人方用彬书札〉为中

心》，探讨了儒商问题。朴教授到美国阅览明人方用彬的书札，证实徽州商人方用彬属于环

岩派 21 门的仲里门。他认为，方用彬是典型的徽州儒商，经营文化用品与典当、金融业务。

但是儒商安于现实，连续了传统的循环。 

最后谈一下我的总看法。十六世纪徽州人口数量膨胀，由于生态恶化，争夺生存资源的

竞争加剧，宗族间诉讼不断，刺激了宗族内聚力的加强和组织建设，徽商的兴起也加强了徽

州宗族制度，但这都不是宗族组织化的必然原因。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变化可能促使宗族组织

化成为一种宗族的社会需要，但这种社会经济产生的需要是与社会文化变迁为大背景的。考

虑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化等变动，应当将社会经济同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

习俗与教化是一个重要视角，也可以将个案研究与断代研究打通，更全面地看问题。 

第 2 部：中国族谱。包括明清时代的中国族谱——以《方氏会宗统谱》为例、《方氏会

宗统谱》选译两部分。清乾隆十八年（1753 年）刊行的《方氏会宗统谱》是朴教授研究柳

山方氏的主要资料，他以此为例介绍了族谱的史料价值与利用，不少是经验之谈。《方氏会

宗统谱》选译的内容是《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真应祠宗支合同》、《方氏族谱请户部钤

印部牒》、《歙令钱公中选讞语》，应当说所选的文献类型是研究祠庙与宗族关系的重要资料。

朴先生的工作为使用族谱资料提供了方便，我猜想这部分内容他会在教学中使用的。 

第 3 部：研究纪行。包括徽州纪行、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的调查——再访徽州、歙县方氏

族谱的调查——三访徽州。朴教授积极推动韩国的徽州研究，三次到徽州调查，多次来中国

搜集资料。三篇纪行介绍了具有特殊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徽州，介绍了搜集资料的过程与田野

调查的经历。其中描写了与中国朋友的友谊和各种见闻，也是一种历史资料。 

朴著反映了作者的史学观念，即通过个案的微型研究，透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对

于歙县柳山方氏的个案研究，展示了宋以后徽州宗族形成发展以及具有的特性，对于宗族史

与徽州学研究的深化是有益的。朴先生以这样的史观为指导，抓住徽州资料大量出版的机遇，

                                                                                                                                                               
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入论文提要，黄山书社 1999 年版。 
① 朴元熇《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与宗族组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② 鈴木博之《徽州商人の一系譜》，《東方學》第 98 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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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一起不失时机，进行徽学研究。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已经完成了如下的博士论文：

权仁溶《明末清初徽州的里甲制研究》，2000 年；金仙憓《明代徽州的诉讼和乡村组织研究》，

2003 年；洪性鸠《明清时代徽州的乡村组织和宗族关系的研究》，2003 年。这是一个徽学研

究集体的成果，也展现了徽学的魅力。在徽学受重视的今天，高丽大学的徽学研究群体，无

疑是引人注目的。 

1991 年 7 月南开大学举行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得以拜见朴先生。研究宗

族的共同兴趣，促成了我们之间后来的一些学术交流。朴先生将他研究徽州的论文结集出版，

自己也为之高兴，衷心向他表示祝贺！并祝愿朴元熇教授学术之树长青！ 
 
 
作者简介：常建华，男，1957 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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