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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考察明清时期持续辈出科举合格者的“科举世家”的形成过程，来窥见明清时期社会流

动性的一班。对于常州科举世家之一的恽家，以他们的族谱为主要的资料，实行统计性的分析。根据

族谱的《世表》，把父子关系表现在表格上，还有把个人属性表现在表格上，使用在表格上的数据，

以 Odds ratio 来测定科举地位的继承率。其结果，关于地位继承，围绕合格者的祖父，父亲，母亲，

姊妹个有独立性的影响力，尤其是母亲（包括她娘家人）和姊妹（包括她婆家人）的影响比较强。考

察族谱传记等的记载，可以发现督课，家学等科举世家特有的文化资本与规范，母亲也在娘家承受过

这些资本等，父母祖父互相补缺，完备家庭的文化环境，子女自然地体会到他们所属得文化。承受家

学的女儿有机会跟地位比自己父祖高的家族结亲。在本家衰落的乾道时期，跟那些姻亲之间的教育援

助，让本家人员返回到科第连绵的道路，可见对于科举世家的形成过程，女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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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究竟带来了如何的影响呢？这一主题一直以来

吸引着不少学者的关心，尤其在美国，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早期研究有关明清时期问题的代表是何炳棣，他认为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1。但对他的研究结论，从发表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到目前为止，由于科

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性，认为只不过是在人口的一小部分中存在的，并且在极为有限的

阶层之中发生的现象而已，这种观点较为有力 2。 

即使这种观点成立，在何炳棣的研究之中，还是有值得注目的成果。他发现从明代

到清代阶层的向上流动性逐渐降低了的现象，笔者认为是个重要的成果之一 3。有些日

本学者也指出，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生员人数增加，乡试及格水平也相应提高，地方的

有些家族占有科举出身的现象变得很明显 4。实际上，我们从族谱来看，可以发现通过

                                                  
1  Ho Ping-ti,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2  R.M.Marsh “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600-1900”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1.  H.J.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B.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n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1,1991.  
3  Ho Ping-ti,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4  和田正广《明清官僚制的研究》 汲古书院，2002 年，第二篇第八章。吴金成《明清社会经济史研

究》（渡昌弘翻译）汲古书院，1990 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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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持续辈出科举合格者，可称为科举世家的家族5。 

在以平等开放并有竞争性的考试作为选优制度核心的情况下，这些家族怎样才能再

生产合格者，成为科举世家？笔者认为，从这般科举世家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窥见明清

时期社会流动性的特点。本文从剖析一个具体的家族入手，实行一些统计性的分析，用

数字表示出科举地位的继承程度，来考察科举世家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这种方法不仅是

为了解释一个世家的结构有效，也是为了比较地方之间，或时代之间的地位承继上的特

点，带来一些益处。 

在本文最后一段，按照统计分析的结果，考察族谱或地方志记载的传记等内容。为

了考察，笔者借助法国社会学者布鲁杜的“文化资本”理论。布鲁杜指出，即使在拥有

相当开放的选拔制度的社会里，个人在选拔以前，尤其是在家庭里体会到的文化资本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促进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6。他的理论已采用了中国史学，尤其在

宋代以来的科举精英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一定的成就 7，对于考察科举世家形成的过

程，也给出了有效的观点。 

1． 常州世家和恽家 

在明清时期，中进士居于全国首位的江南之中，常州府也是数一数二的进士辈出的

地方8。位于府城附郭的武进阳湖两县，辈出的进士人数最多,“科举蝉联，人文甲天下。

9”有些家族占有进士等科举人才的现象极为明显。在记录武阳两县历代进士举人的《毗

陵科第考》中，记载有不少“科甲累世”的家族。（参看附件图表之中的表 1）从那些资

料记载的内容也可看出，明代中期以后有些家族占有多数科举出身者，而成为科举世家

的倾向 10。 

那些世家之内，在此作为分析对象的恽家，虽然所中科甲人数 22 名不及常州第一，

可是从明代嘉靖年间起家后，一直到清末的科第，累世十分长，可以说是该地方科举世

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他们留传下来的族谱较为完整11，可以胜任统计性的分析。 

根据恽家的族谱，他们的远祖名叫子冬，是汉代梁王的功臣，从江西迁徙到常州。

从子冬数 45 代的绍恩移居到常州北郊的孟河，其弟继恩移居到南郊上店，恽家自此分为

南北两支12。后来，在宋代和明代中期北分各出进士，可是只有以他们一代为限。实现

“科甲累世”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的南分第 59 代恽绍芳和他的直系子孙 13。
以绍芳的中试为转机，恽家开始修谱，设置祭产，修建宗祠，开设义塾14，逐渐进行组

织化。清代康熙年间重新修谱时，整个恽家成为拥有 25 个分支的一大宗族，从明末以来

                                                  
5  关于科举家族，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6  P.Bourdieu & J.C.Passeron “La Reproduction”（宫岛乔译）藤原书店，1991 年，第 2 部第 3 章 
7 . B.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n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1,1991.  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山川出版社，

1997 年。增田知之《在明代的法帖刊行与苏州文氏一族》载《东洋史研究》62-1，2003 年 
8  Ho Ping-ti,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9 道光《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二《舆地志》  
10 同治《毗陵科第考》卷八《家世盛事》  
11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民国《毗陵恽氏家乘》 
12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首《序》  
13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九《选举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九《科举》 
14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四〈世父少南父君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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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住在城内的绍芳子孙也分为“南分上店大分”15。 

在明清时期，恽家辈出 17 名进士，25 名举人和 22 名贡生，可是他们的 70%以上

偏在于“南分上店大分”一支中16。这样的偏在现象，不仅仅是在恽家，而且在其他常

州世家也存在17。当然，在当时名家大族的例中，恽家也采取奖励族内教育的措施，例

如为族内穷苦人子弟设置义塾，支付应试旅费等等18。可是根据这种偏在看来，他们的

措施似乎没有发挥族人文化水平平等化的作用。还有一件要指出来的是，在世系上，科

举人才呈现了以兄弟为核心的“群集”状态，一般“科甲累世”是把这种群集断断续续

地接连下来而实现的，可见围绕该兄弟的文化条件的重要性。 

2． 地位继承度的测定 
在此，以上面介绍的恽家南分上店大分为对象，实行科举地位继承度的测定，并行

统计性检定，判断测定结果的有意性。资料的来源是恽家族谱、《毗陵恽氏家乘》咸丰 9
年（1859）版本，和民国 36 年（1947）版本的《世表》 19。为了确定个人的科举地位

等属性，还用上述资料之中的《先德志》和《科举志》记载的个人科举地位和职业等。 

    测定程序的全般过程是如下： 

1） 首先，把该分支的 1236 名男性成员的父子关系，用 0，1 表示在图表上，以便计

算。（表 2）在该表 2 上，编 1 号的是该分支的始祖，纵向排列的是父亲的号码，

横着排就是儿子的。 

2) 把 1)的男性成员的科举地位等个人属性表示在图表上。（表 3）个人属性也用 0，1

表现在表上，纵向排列的编号是与父子关系表同一的个人编号。 

男性的科举地位分为两种，一个是“合格者”，另外一个是“生员”。“合格者”包

括进士、举人和贡生在内，可是捐贡生不在此限。“生员”包括生员和监生在内，捐监生

除外。（捐纳贡生和监生不是正途出身） 20

在此，除了男性个人的属性以外，又附加了他的女性家族的属性。母亲属性是她娘

家的出身，姊妹的属性是她婆家的出身。可是关于外家的有些官员，在族谱中所记载的

记录，只有官职没有出身，所以女性家族的属性分为“上级官员”和“生员 种”两 。“上

级官员”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七品以上的官员在内，21“生员”包括生员和监生在

内。还有，众所周知，族谱中对于女性的载录常常缺失，在《毗陵恽氏家乘》的《世表》

里，也缺失了明代本族女儿的载录。所以，在此关于姊妹所测定的结果，都属于清代的

事情。 

                                                  
15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首《原序》  
16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九《选举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九《科举》 
17  同治《毗陵科第考》卷八《家世盛事》 
18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九〈上店祠堂记〉 
19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在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在上海图书馆所藏。 
20 关于将五贡（除了捐贡以外的贡生）应包括正途出身的看法，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王德昭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宫崎市定《科举史》东洋文库 1987 年，等书。 
21 关于上层与下层绅士的区别，参阅 Chung-li Chang（张仲礼） “The C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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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准备测定，合计有关项目的数据，并表示在图表上。（参阅 表 4-13） 

4) 实行继承度（Odds ratio）的测定；
22

在此利用Odds ratio来测定地位的继承程度。这原来是测定两个变数之间的联系强度

的方法，也可以测定两个世代之间的社会地位或职业的承继强度。为了测定社会阶层的

开放性，一般在社会学等领域广泛地使用 23。可用数式来表示如下： 

  父亲是合格者且儿子是合格者的人数 / 父亲是合格者且儿子是不合格者的人数 

 父亲是不合格者且儿子是合格者的人数 / 父亲是不合格者且儿子是不合格者的人数 

比如说，用 Odds ratio 来表示科举合格的父子之间的继承度吧，先计算父亲是合格

者之中的儿子合格者的比率，还要计算父亲是不合格者之中的儿子合格者的比率，把两

个比率的差异，以比率表示出来。如果父亲是合格者的时候，他的儿子比较容易成为合

格者的话，则上述表达式的分子比分母大，Odds ratio 也将超过 1。如果 Odds ratio 为 3，
则意味着，合格者的儿子比不合格者的儿子成为合格者的成功率大 3 倍。 

5)实行统计性检定。24

对测定的结果实行统计性检定，是为了确认该结果的统计上的有意性（即非偶然

性）。一般在社会学等研究之中，可采用有意率 95%以上，在本文中以此数据为依据。 

3． 测定结果 
父亲是否是合格者，对儿子的合格率产生了 3.9 倍的差异〈即 Odds ratio 是 3.9〉（表

4）。在父亲的属性之内还加上了生员，将合格者和生员跟不合格者和不生员相比较，儿

子合格率的差异达到了 5.6 倍（表 5）。父亲是否是生员，事先排除父亲的合格者再计算，

儿子的合格率仍然产生了 5.6 倍（表 6）。而且，把父亲是合格者跟父亲是生员比一下，

Odds ratio 是 1.0（表 7）,可以说没有差异。 

因为上面已经确定过父亲的影响，为了测定祖父的影响，事先排除祖父与孙子之间

的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而计算。祖父是否是合格者，对孙子的合格率产生了 3 倍的差异

（表 8）。祖父是否是生员，事先排除父亲合格者或生员，同时排除祖父的合格者再计算，

结果是 4.0 倍（表 9）。而且，把祖父是合格者跟祖父生员比一比，结果是 0.99（表 10），
也可说没有差异。 

那么，曾祖父的影响如何？在此事先排除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和祖父，而且，已经

确定合格者和生员对儿子合格所影响的没有差异，所以，在曾祖父的属性内包括合格者

和生员而计算。结果是 0.6 倍（表 11），这是意味着，如果二代期间断绝了辈出合格者或

生员，他们后代难得合格。 

  为了测定母亲对儿子的影响，仿照上面之例，排除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和祖父，

                                                  
22 为了实行测定和检定，在此使用网上公开的国际共同开发统计软件”R”, 参阅

http://www.r-project.org/ 
23 比如，在日本 1955 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略称：SSM调查）”里也

采用Odds-ratio来测定父子之间的之职业继承程度。参阅 原纯辅《日本的阶层机构 1》东京大学出版

会 2000 年 
24 为了测定结果的检定，在此使用Chi-square test和 Fishers exact test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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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母亲的独立性的影响。母亲出身是否是上级官员或生员，对儿子的合格率产生了

5.2 倍的差异（表 12）。为了测定姊妹的影响，仿照前例，排除合格者或生员的父亲和祖

父，同时排除上级官员或生员出身的母亲。姊妹婆家的出身是否是上级官员或生员，对

她兄弟的合格率产生了 15.6 倍的差异（表 13）。 

测定的结果，可以确认围绕正途合格者的祖父，父亲，母亲（和她娘家人员）和姊

妹（和她婆家人员），对于科举地位的继承，各个都有独立性的影响力。而且，值得注意

的是对承继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一样大，而且姊妹的影响更大。这就是有什么意味，下

面我们要看具体事例吧。 

4． 家族的作用 
明清时代江南的教育，为了适应教育目标，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科举为目标的

精英教育，另外一种是追求实用识字教育的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对象、目标和

内容上，都有颇大的区别25。连在同一宗族之内，基于各个家庭的文化和经济条件，也

有明显的分化。在恽家族谱传记所记载的该族男性成员经历过的教育，也多是以科举为

目标的，可是实际上，合格者集中的这一个分支，连在这分支之内还有差。他们合格者

享受的文化条件很可能有些优点。从族谱传记等资料的具体事例能看出来的优点如下： 

1）督课 

为了准备应试，一般延聘私家教师教育子弟。但是，该世家家族的儿子，除了教师

的教育以外，都受到了家族亲临教子的督课。由于父亲自身也要应试，儿子幼年的时候，

祖父或母亲负责督课。由于门当户对的婚姻习惯，母亲也都是江南各地世家出身。尤其

是跟其他常州世家之间的婚姻关系，从他们科举起家的下一代开始，在这分支难得合格

者的乾隆时期也不断地存在，一直到清末维持下去26。她们把在自己的娘家耳濡目染的

诗文经书来教导儿子。“课诸子读辄口诵，其幼所受书，正其音解其义。塾师讶谓，孺子

何颖异，不知帷中之训先之也。 27”她们的督课内容也十分充实，对儿子初学成绩有了

不少影响。 

对于退官回乡的祖父来说，课子就是每天的乐趣之一。“喜云迩年来，一切不与户

外事，惟日课诸孙。诸孙早就外塾，每晚问候斋中，必令背诵所习经史，率以为常。28” 

儿子有些长大以后，父亲肩负责任督课，“常恤其家，培植其子，不孝等随任读书，

府君延名师课之，监饬如大父时。既长习举业，每案牍余间，辄令呈课艺，亲加点窜，

恒至夜分，不稍倦迨六年。29”他把时文写法等实用性的应试技术教给儿子，而说仿照

自己的父亲，好像督课已经成为家族的习惯了。课子最严重的好象是生员父亲，“仅欲隶

籍青衿，稍持门户，以未尽俟後人耳。--- 独课诸子诵读，则修脯饩廪，必竭其力30”，
“每书院讲学，公率诸子听之。---公教子甚严，延师督课款待从厚，坊刻时文新出必买

                                                  
25 E.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在
请末的有关情况，也可参阅 服部宇之吉《清国通考》（初版 1905）大安再版，1966 年 
26 根据族谱《世表》等的记载，她们出身的常州世家，有庄氏，蒋氏，瞿氏，吴氏，陆氏，唐氏，

吕氏，邹氏，盛氏等。 
27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二〈明封行人司行人绎思恽公暨元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28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怒行府君行述〉 
29  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六〈江西巡抚兼提督显衔先考浚生府君行述〉 
30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二〈明封行人司行人绎思恽公暨元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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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惜重价，请师评以训子。31”由于自己不得志，而有保持科举世家门第的需要，

他们总之拼命地教子。 

督课是将家族所有的文化传统向后代言传身教的行为，可以说是一个科举世家的文

化资本。他们一家都有可以担任课子的文化水平，父母祖父互相补缺。一位生在康熙年

间位于生员的父亲，向他儿子们常戒改业，而云“吾教汝识义理文章，即是家业，田产

吾不吝也。”32 可见，他们世世代代不断地实行督课的热情，来源于将学问当做“家业”

的这般规范意识。 

2）家庭之内的文化环境 

 显 扩 还设 书 厅 书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官僚富家的住宅明 地 大，宅内 有 房，花 ，藏

环 备楼等的庭院，因此家庭之内的教育和文化 境十分完 33 层。尤其是在明末清初，上 人

显 归 倾 动 渐 跃士 示回 家庭而一切不与外事的 向，家内的文化活 日 活 。在如此情况下，女

创性也得到 作的机会34 赋诗 徵亲。“因 二律，并 友，和韵成帙以志。35”自明末到清末，

恽 员家人 留下的大量著作之中，含有不少女性的作品 36 这种 动 仅 赋诗 书 还。 活 不 是 刻 ，

有举办诗会宴 际 际关 较 为 导会等交 ，一般以交 系比 丰富的祖父 主 的。“府君年十一，随曾

孙 步王父游孟河江上，曾王父有 七人，府君最幼，即能口占 韵，成七言一律，---曾王父

赏 贺 孙喜而嘉 ，座客无不惊异， 有文 也。 37 孙”如此子 也陪而参加，从小就接近操文等

实 们 总文化 践，很自然地体会到他 所属的文化 体。 

3）家族继承的“家学”和“家法” 

江南世家多传有“家学”，恽家也在其例中。所谓“家学”就是家族世代相传之学，

各个家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38。恽家“家学”的渊源，则自明末清初较为驰名的易

学者恽日初开始。日初之后，他族孙安宗和鹤生兄弟，力承先绪而加上实学39。另外还

有继承日初儿子而清初著名画家恽格（寿平）的画法做为“家法”40。恽家有些男女成

员继承了“家学”和“家法”一直到清末，可是继承者大多数在那世家分支之中。在清

代乾隆道光时期，他们陷入难以辈出合格者的困境。在那时期，他们把继承的“家学”

和“家法”，当做一种上级阶层的文化象征，来维持“书香门第”之称。“家学”和“家

法”也可说是家族世袭的文化资本之一。 

如上所述，母亲多是常州世家出身，也有江南其他地区的世家出身的，所以，以自

己在娘家受到过的“家学”，可以享受创作诗文之乐，“通晓文义，间作韵语，清澈可诵。

41”“惟癖嗜书籍，无所不窥。尤喜杜子美李义山诗，成诵者不下数百篇，---所作诗数

                                                  
31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六十〈匪庵公逸事〉  
32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居易府君行述〉 
33  关于明清江南民居的空间和构成，参阅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年 
34  关于上层人士回归家庭的倾向与对于女性的作用，参阅D.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关于家族

性的各种文化活动，参阅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35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怒行府君行述〉 
36  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八〈先世著述考略〉 
37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显考怒行府君行述〉 
38  参阅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39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七《人物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八〈先世著述考略〉 
40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七《人物志》卷八《壸德志》，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先德》 
41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七《先德志》〈先妣庄安人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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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首，颇无俗韵。42”把家庭充满了书香气氛。她们的存在不仅是对儿子，而且对女儿

也影响了很深，成为女儿开始创作时的榜样。另外，娘家人员，尤其是舅父给他外甥各

种援助，除了经济方面的援助以外，比如外甥要应顺天乡试时，官在北京的舅父担做他

的寄父等援助的事例也有43。 

本家女儿之中，跟她兄弟同样学习，承继“家学”和“家法”的也有不少。《请稗

类钞》文学类云，“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张氏，若杨

氏，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44，她们所作的文艺作品，不但有诗词还有绘画刺绣

等，被当做不是商品而是艺术品，受到官僚等人士的赞美 45。应此，以她们本身作为江

南上层文化的保持者，不管祖父的科举或官职地位，可以跟位于较高的官僚之家结亲。

尤其是在本家比较衰落的乾道时期，她们出嫁到北方世家，如满洲旗人完颜氏46，山西

灵石何氏等家47。之中，出嫁完颜氏的恽珠，可说是个当时恽家女艺术家的典型之一。 

恽珠还在娘家的时候，已经承继“家学”和“家法”48，随作典吏的父亲在直隶肥

乡时，与父亲上司的完颜岱家族往来49。完颜岱之妻索绰罗氏试她的诗文之才，然后为

子求婚 50。结婚以后，她在婆家和自己胞兄秉怡一起教她儿子们，让她长子麟庆登第进

士51。同时，秉怡的儿子受章和汇昌跟麟庆一起学习，得应顺天乡试的机会，长子受章

中式举人52。这样两家密切的关系，被继续下一代，汇昌儿子们也寄住在麟庆的京邸，

跟麟庆儿子们一起学习，寄籍在北京而应顺天乡试，汇昌长子鸿仪和麟庆长子崇实，在

道光三十年（1850）同年中进士53，自道光后半期，恽家人员终于返回科第连绵的道路。

（两家有关人员，参考附件图 1）如此可见，承继“家学”等文化资本的女儿的存在，

对这一个常州世家的复兴，确实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5． 结语 
以一个江南科举世家的族谱世表为资料，本文尝试了科举地位承继程度的测定。其

结果是相当有兴起，可以确认围绕正途合格者的祖父，父亲，母亲（和她娘家人员）和

姊妹（和她婆家人员），对于地位的继承，各个都有独立性的影响力。由于重视门第的婚

姻制度，包括女性的一家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也有以学问为家业的规范意识。

因此，为了充实家庭的文化环境，又可合作，又可补缺。在这样的良好的文化环境下，

他们各个体会到的能力和规范是为了继承对于中式有利的文化资本，促进阶层再产生的

来源。 

                                                  
42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七《先德志》〈章宜人行略〉 
4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从刊《恽毓鼎澄斋日记》所载，光绪八年〈北上日记〉 
44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毗陵庄氏闺秀工诗词〉 
45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八《壸德志》 
46  关于满洲完颜氏，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定宜庄〈满族士大夫群体的产生与发展；以清代内

府完颜世家为例〉《清史论丛 2007 年号》所载 
47  关于山西灵石何氏，参阅张杰《清代科举家族》 
48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七《人物；列女》 
49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先德志》〈祖考莪溪公家传〉 
50 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恽珠锦鸡诗〉 
51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先德志》〈先考梧冈府君行述〉，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

〈静存受经〉 
52  咸丰《毗陵恽氏家乘》卷二十六《先德志》〈先考梧冈府君行述〉 
53  民国《毗陵恽氏家乘》卷十六〈二品衔补用道贵州贵阳府知府显考伯方府君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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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强大的女性的影响力也值得注意，它含有她们姻亲的影响。对于联姻的科举

世家来说，为了双方更有发展，除了经济上的援助以外，教育上的互相援助也很重要的。

如上所述的恽氏和完颜氏的事例，可说是个典型。所以，他们联姻应该重视双方的文化

背景。在传统的社会里，女性受教的机会一般限于家庭之内，女性的文化水平如实反映

着她所属的家庭文化。笔者认为这就是世家联姻时，很重视女儿文化能力的原因之一。

清代的常州是辈出大批女性文学作者的核心地方54，这很可能是跟科举世家形成互为表

里的现象。 

关于本文实行的研究方法，即族谱资料的表格化和统计性剖析，只不过是初步的尝

试而已，除了社会地位的继承程度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应用可能性。希望进一步提高研

究水平，撰成此文，以供学界参考。 

 

收稿日期：2007-9-9 

作者简介：仓桥圭子，女，日本立教大学博士研究生。 

 

                                                  
54 S.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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