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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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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南文化世家在经历六个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演绎成为中国文化世家整体版图中最为密集、最为繁

荣、最为典范的核心成果。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逐步走向兴盛，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

四点不足，今后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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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世家的整体版图中，江南①显然占

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

值。随着江南区域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移位与跨

越，江南文化世家在经历六个发展阶段之后，逐步演

绎成为中国文化世家整体版图中最为密集、最为繁

荣、最为典范的核心成果。与此相契合，自潘光旦②

等现代学者导夫先路之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伴随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走向兴盛，大致可以

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

今后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理论研究

等六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一、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

江南文化世家作为江南区域文化的杰出成果与

重要标志，既孕育和诞生于江南区域肥沃的文化土

壤之中，同时又伴随着江南区域文化中心地位的确

立与巩固而走向兴盛。
( 一) 汉代至西晋: 江南文化世家的初兴时期

文化世家发源于巫、史、子的家族文化化与文化

家族化的缓慢进程。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派传

承中，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

父③，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

已具早期文化世家之特征，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

经学文化世家之先河。到了两汉时期，得益于经学

博士制度的有力推动，由经学世家成功的家学传承，

孕育和产生了一批著名文化世家，诸如彭城韦氏，南

阳杜氏，雒阳贾氏，沛郡桓氏，扶风班氏、马氏、窦氏，

汝南应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颖川荀氏，安定梁

氏，酒泉张氏世家等等，但多密集分布于北方。这实

与当时全国文化中心一直居于黄河流域、江南长期

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契合。与此同时，江南土著“吴
姓”文化世家也正在逐步成长。唐人柳芳《氏族论》
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 东南则为
‘吴姓’，朱、张、顾、陆为大; 山东则为‘郡姓’，王、
崔、卢、李、郑为大; 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
杨、杜首之; 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
陆、源、窦首之。”④这里所说的东南“吴姓”———朱
氏、张氏、顾氏、陆氏四大世家，发端于两汉时期，代
表了江南土著文化世家的主体成就。除了“四姓”
之外，又有“八族”之说。《文选》卷二四陆士衡《吴
趋行》:“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
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 “八族: 陈、桓、
吕、窦、公 孙、司 马、徐、傅 也; 四 姓: 朱、张、顾、陆
也。”这些土著大族一开始多为官宦家族或军功家
族，随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才逐步衍化和转型为文
化世家。其中以陆氏世家地位最显，贡献最大。但与
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关中、山东“郡姓”相比，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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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综观“江南”区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分合，大致有“大江

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别。“大江南”泛指长江以南

地区;“小江南”特指环太湖流域地区; “中江南”则有一定

的分歧，或包括今浙江省、江西省与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

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大致与宋代的江南东路、江
南西路与两浙路区域范围相当; 或将其中的江西省排除在

外，接近于通行的“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本文“江

南”取后一意义，同时又以环太湖流域地区为核心区域。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曾于周太史处发现并与其共同

整理《商颂》12 篇。《史记·宋微子世家》: “宋襄公之时，

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欲追道契、汤、高
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学者对此看法有分歧。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第

5677 － 5678 页，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于量于质都颇有差距。此为江南文化世家初兴阶段。
( 二) 东晋南朝: 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

时期

如果说东晋南朝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
迁于江南为江南文化世家的兴盛提供了表演舞台，

大移民潮中大批北方“侨姓”世家南迁江南为其提
供了演员群体，那么，北方南迁“侨姓”与江南本土
“吴姓”世家的冲突与交融则为其提供了创新活力。
上引唐人柳芳《氏族论》所论“侨姓”、“吴姓”、“郡
姓”、“虏姓”同时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意义。其中
“侨姓”与“吴姓”既经历了从冲突到融合的艰难历
程，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生命周期，但居于主流地位
的仍是外来“侨姓’世家。东晋皇权从“王( 导) 与
马，共天下”经历“庾( 亮) 与马，共天下”、“桓( 温)

与马，共天下”，到谢安出将入相，指挥谢氏家族的
谢石、谢玄、谢琰赢得“淝水之战”，而发展为“谢与
马，共天下”，创造了谢氏世家的空前辉煌。从政治
文化制度层面考察，这是九品中正制度通过赋予各
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权，促成门阀文化世家迅
速走向鼎盛时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以王、谢、袁、
萧为代表的“侨姓”与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江南
本土“吴姓”世家之间，既有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

又有寻求共同应对和压制寒族世家的合作意向。进
入南北朝之后，以刘裕代晋立宋为标志，庶族的崛起
与皇权的复归，宣告了门阀政治的结束，门阀士族与
寒门庶族在退出与走向政治权力中心过程中发生易
位。然而就文化地位而言，则仍然以北方“侨姓”为
主导，以本土“吴姓”为辅助，彼此共同演绎着江南
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 三) 隋唐: 江南文化世家的回落时期

由隋而唐统一全国之后，实施门荫和科举双轨
并行制度，由山东、关中“郡姓”以及代北“虏姓”组
合而成的北方文化世家群体占有绝对的优势。据王
伟考证，这些世家高居相位者，依次为: 韦氏 20 人，

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各 17 人，博陵崔氏 15 人，赵郡
崔氏、陇西李氏各 12 人，京兆杜氏、弘农杨氏、荥阳
郑氏各 11 人，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各 8 人，琅琊王氏
4 人，河东薛氏、柳氏各 3 人。① 与此同时，这些世家
也都通过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

逐步形成了一个个人才辈出、阵容庞大的家族文人
群体，在代际延续与文化创造方面充分显示了与世
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发展能力。相比之下，江南文
化世家的实力与地位明显从高峰回落。然而由于东
晋南朝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的惯性作用以及江南原
有吴姓与侨姓两大群体的长期融合，江南文化世家
尚能进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三足鼎立的新格

局。据李浩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次序，在
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而至唐后期则变为山东、
江南、关中。② 这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化世家的整
体区域分布与流向，意味着江南区域文化以及文化
世家在失去中心地位后的回升，这是唐代“安史之
乱”第二次文化中心南迁波澜的重要成果。

( 四) 宋代: 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五代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吴越、南唐经济与文化
发展的局部积累，已为宋代江南文化世家优势的恢
复直至形成第二个黄金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
更为重要的是，宋代承续隋唐科举制度并在多方面
加以改革与完善: 一是着眼于制度自身的严格规范，

以便于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制; 二是大
幅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最为重要的进士为例，唐
代录取进士总量为 7 516 人，宋代增至 36 131 人，③

为唐代的 4． 8 倍。这就为一大批中下层士人通过科
举改变命运和改写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

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才真正起到了抑制豪门、提携
寒族、加快社会阶层流动、不断为统治阶层补充新鲜
血液的作用，由科举产生的科宦世家才真正成为士
人阶层的主体。

北宋时代，尽管仍然建都北方，但由于江南书院
教育的高度发达，家族举业教育与文化学术传承的
巨大成功，在当时几乎唯以科举为仕途的制度设计
与时代氛围中，江南文化世家逐渐脱颖而出，较之北
方世家普遍拥有更多的优势。范纯仁《上神宗乞设
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云: “然进士举业文赋，唯
闽蜀江浙之人所长。”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 “古
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
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
下。”宋代江浙闽蜀之所以能成为科举最强、人才最
盛的地区，即受惠于书院与家庭教育的高度发达及
其与科举制度的成功对接。即便如钱塘钱氏世家这
样的旧豪门也在转型为新兴科宦—文化世家方面取
得了巨大成功。据钱氏十三世孙钱国基的《钱氏宗
谱》卷三统计，宋代钱氏擢进士者有三百二十余人，

其情势之盛、人数之多为其他家族所不及。④ 科举
的发达不仅再度奠定了钱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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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察( 家族和家族文学)

①

②

③

④

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 79、142 页，中华

书局 2002 年版。
吴建华:《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载《苏州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1 期。
转引自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

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5 期。



就了钱氏家族文人群体的庞大。厉鹗《宋诗纪事》
著录有钱氏能诗者包括钱惟演等三十余人，其中钱
惟演与杨亿、刘筠同为宋初西昆派领袖，这的确是旧
豪门成功转型的新的典范案例。至于通过科举成功
直接通向文化世家的更是多不胜举。

北宋以来江南文化世家的良好发展态势，借助
于“靖康之难”第三次北方大移民浪潮的有力推动
而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以南宋首都临安为
中心，陆续迁入的大批北方文化世家与本土文化世
家的冲突与交融，再次激发了江南文化世家的创新
活力，并确立了其在全国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与流
向中的核心地位。

( 五) 明清: 江南文化世家的鼎盛时期

元代建都大都、明代先建都南京而后又迁都北
京以及清代建都北京，对由南宋再次确立的江南文
化世家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同样造成一定程度的冲
击，但在总体上已无法撼动。尤其是明中叶以来，随
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市镇数量及人口的快速增
长以及藏书刻书、读书著述等文化风气的浓厚，江南
地区的文化世家不仅遍地开花、触处皆是，而且各自
规模庞大，代际延续于数代、十余代乃至数十代，其
中不乏累世延续而经久不衰的巨型文学世家。近人
薛凤昌《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序》曰: “吾吴江地钟
具区之秀，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扬芬，已非一
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叶、朱、徐、吴、
潘，风雅相继，著书满家，纷纷乎盖极一时之盛。”①

其他如昆山归氏世家、常州庄氏世家、钱塘许氏世
家、海宁查氏世家、湖州董氏世家、无锡秦氏世家、慈
溪郑氏世家等等，彼此共同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文
化世家传承之久之盛，更印证了江南文化世家发展
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巅峰时刻的到来。此外，由不
同类型文化世家的多元化发展，商业世家成功转型
为新型文化世家的逐步壮大，孕育和延续女性作家
群的文化世家的明显增多……也都为明清时期江南
文化世家增添了新的亮色。

( 六) 近现代: 江南文化世家的转型时期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 ，科举制度的废止，不仅
成为促进现代新式教育制度诞生的核心动力，同时
也为传统文化世家的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为正
是出于现代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形成与壮
大，才使现代新型文化世家有了新的主体力量。其
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与
分化，以往具有泛文化传统的文化世家逐步走上文
理分科的专业化道路。尤其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
救国的鼓动下，许多家庭成员弃文而从理、工、医、
军、商等，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文化世家的多元化

与丰富性。仍以钱塘钱氏世家为例，近代以来，无锡
钱穆、钱伟长叔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吴兴钱玄
同、钱三强父子以及钱钟韩、钱仲联、钱临照、钱君
匋、钱松嵒、钱致榕、钱令希、钱保功等等，在苏浙一
带形成了一个教育、科技、学术、文学、艺术世家的最
大群体。据统计，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
名人就有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吴越王钱氏后裔。②

钱氏世家从五代一直将世家盛势延续于今，各类人
才辈出，灿若星河，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然
而，由于现代家族制度彻底变革的严重冲击，集中表
现在家族结构的重要变化 ( 即由过去普遍的“家
庭—家族—宗族”三维结构的大家族逐步转向一夫
一妻制的核心家庭) ，家族规模快速缩小，家族成员
普遍减少，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化世家成员数量扩张
与代际延续的能量。这是对现代文化世家最严重也
是根本性的伤害。就此而论，现代及未来文化世家
逐步趋于衰落的命运已无法避免。

从中国通代文化世家的历史演变与区域轮动观
之，江南文化世家不仅起步迟，而且起点低，然而借
助中国文化中心南迁三次波澜的有力推动，通过从
边缘走向中心、从两个黄金时期到一个鼎盛时期的
起伏链接，终于后来居上，大放光彩。而与全国其他
区域相比，江南文化世家最具典范性。一是数量众
多。在东晋南朝、宋代两个黄金时期以及明清的鼎
盛时期，江南文化世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即
使在从高峰回落的唐代，据童岳敏统计，京都道所占
全国的比率为 16%，都畿道为 13． 8%，两都所占合
之为 29． 8% ; 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紧随其后，占全国
的 24． 3%。③ 与李浩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
的排次———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唐后期则变
为山东、江南、关中④———可以相印证。二是分布密
集。江南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核心区
与外缘区。从环太湖流域之外的外缘区，到环太湖
流域的核心区，文化世家分布的密集度依次上升，其
中尤以南京、苏州、杭州分布最为密集，为核心区的
核心之所在。三是类型齐全。主要有学术、文学、艺
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世家等，囊括
了文化世家的重要类型。四是历时悠久。江南文化
世家的代际延续普遍较长，十代乃至二十、三十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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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见柳亚子著、薛凤昌编:《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 油印本) ，

上海图书馆藏。
见吴光:《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第 302 － 303 页，湖北

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童岳敏:《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载

《人文杂志》2009 年第 3 期。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 79、142 页。



上而不衰的大型、巨型文化世家为数不少。五是人才
辈出。通观文化世家的盛衰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 人才兴，则世家兴; 人才衰，则世家衰。江南文化
世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与巨型文化世家中，往往拥有
一个为数众多、代代相继的庞大人才群体。这既是文
化世家长期累积与培育的核心成果，又是继续保障文
化世家生命延续的主体条件。六是成果丰硕。江南
文化世家普遍具有旺盛的文化创造力，文化积淀深
厚，成果卓著，而且特别注重家族文集的编辑与刊刻，

所以能将这些丰硕的文化成果惠于当世，传之后人。
七是贡献巨大。江南重要文化世家的贡献往往基于
家族而又超越家族，乃至超越区域，起到引领全国的
示范与导向作用。八是影响深远。其一超越时间，对
后代产生重要影响; 其二部分杰出文化世家还能超越
空间，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正是江南
文化世家的典范性，决定了研究价值的重要性。

二、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趋势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奠基于民国时期潘光旦所著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①，而兴盛于 20—21 世纪之
交的二十余年间。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研究进程
明显加快，研究方向明显拓宽，研究水平明显提高。
但从更高的要求衡量，还存在着诸多缺憾，因而迫切
需要进行阶段性的学术总结与整体性的重点突破。

( 一)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重要进展

世纪之交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大致可以归纳
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

1． 两大阵营。一是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历史、
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诸如张承宗《三国“吴四
姓”考释》，王绍卫《孙吴的世家大族与学术》，方北
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徐茂明《东晋南
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王永平《六
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顾向明《关于唐代江
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
区的著姓望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 美) 基恩·海泽顿《明清
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王日根《明清东
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江庆柏《明清
苏南望族研究》，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
衰》，宋路霞《上海望族》，等等，多限于断代，以六朝
与明清两头为盛。二是文学界的研究，诸如王欣
《中古吴地文学世家研究》，景遐东《唐代江南家族
诗人群体及其家学渊源》，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
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以及罗时进的系列研究，

等等，研究重心偏向于明清时期。两大阵营的学术
宗旨、路径、方法固然多有不同，但在以文献研究为

基础、以文化研究为指向以及文史互证互融上有交
集之处，彼此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2． 双重路向。一是专门性的江南文化世家研
究，代表性论著见上文所列; 二是全局性研究中的江
南文化世家研究，规模最大的是曹月堂主编的《中
国文化世家》，分江淮、江右、荆楚、中州、齐鲁、燕赵
辽海、三晋、巴蜀、岭南、吴越、关陇等 11 卷，其中吴
光主编《吴越卷》与江南区域范围比较接近。其他
尚有: 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

杨晓斌、甄芸《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
迹》，吴桂美《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东汉家
族文学生态透视》，孟祥娟《汉末迄魏晋之际文学家
族述论》，何忠盛《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与文学》，

田彩仙《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毛
汉光《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杨洪权《两晋
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徐茂明《东晋南
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王大建《东
晋南朝士族家学论略》，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
南方社会的融合》，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杨
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周淑舫《南朝家族
文化探微》，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
边缘的历程》、《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
应》，韩雪《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牛贵琥
《南朝世家大族衰亡论》，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
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童岳明《唐代
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张剑、吕肖
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吕肖奂、张剑《两
宋科举与家族文学》、《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
其成因》以及宋三平、李真瑜、杨经建等人的研究。
就全国区域分布而言，无论是文化世家本身还是学
术研究，都以江南为最盛。

3． 一个重心。主要是指江南文化世家的个案研
究，论著为数最多，但学术质量参差不齐，时代分布
也不均衡。代表性成果有: 跃进《从武力强宗到文
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唐燮
军《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六朝吴兴沈
氏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变易》、《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
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张兆凯
《东晋南朝王、谢两大侨姓士族盛衰探析》，丁福林
《东 晋 南 朝 的 谢 氏 文 学 集 团》，萧 华 荣《华 丽 家
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郭凤娟《南朝吴郡陆氏
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毛策
《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张剑《家族与
地域 风 习 之 关 系———以 宋 代 宗 泽 及 其 家 族 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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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张蕾、周扬波《元代湖州花溪沈氏家族概述》，

李真瑜《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
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
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文
学世家的文化意涵与中国特色———以明清吴江沈氏
文学世家个案为例》、《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
其文化指向———关于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特征的探
讨》、《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
《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
文学世家研究》，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
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
文学研究》，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
究》，吴碧丽《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与
文学》，朱丽霞、罗时进《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
系》以及徐茂明、朱丽霞、许霁等人的研究。概而言
之，目前的江南文化世家个案研究主要有三种取向:

一是对特定文化世家的系统研究; 二是对特定文化
世家某一层面的专题研究; 三是对特定文化世家与
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

4． 四点不足。一是侧重于个体研究而忽视综合
研究; 二是侧重于六朝与明清研究而忽视通代研究;

三是侧重于家族谱系研究而忽视家族的文化研究;

四是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理论研究。就目前国内
外学术界的现有成果而言，还没有一部有关江南文
化世家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所以具有进一步
深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二)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突破方向

基于对世纪之交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成果与不足
的综合评估，今后应在高度重视世家文献收集与整
理的基础上，着力于以下六个重点方向的整体拓进。

1． 个案研究。世纪之交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最大
的成果在于个案研究的丰盛。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
和硕士论文，大多属于微观研究。文化世家的个案
研究是进而开展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研究的起点
和基础。鉴于目前的个案研究存在着在地域上重内
轻外、在时代上重末轻初、在重心上集中望族的特
点，要对江南区域的文化世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
地梳理，遴选一批重要文化世家加以重点研究，然后
分批推出系列成果。

2． 区域研究。即在江南大区域范围中选择若干
亚区域展开系列研究。从目前已问世的学术著作来
看，已涉及苏州与上海等地，还有许多区域尚待进一
步的拓展。大致可以分四级范围展开: 一是以南京、
杭州、宁波、常州、镇江、湖州、绍兴、金华、徽州等现行
行政区域为范围; 二是以诸如苏南、浙西、皖南等的超

行政区域为范围; 三是选择部分文化世家特别发达的
县级区域展开研究; 四是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包括江
南内部区域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

3． 断代研究。目前江南文化世家整体意义上的
断代研究主要集中于汉魏六朝，其后各代研究力度
与成果明显减弱，尤其是唐、宋、元代成果不显著。
与江南文化世家的亚区域研究一样，断代研究具有
向下链接特定个体文化世家与向上链接通代江南文
化世家研究的中介作用，需要重点加强。

4． 专题研究。其中包括对江南文化世家中的学
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世
家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江南文化世家的生态环境、生
命周期、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学术活动、社会交际以
及婚姻关系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文化世家内部
的家谱、家训、家规、家学、家风、家集等问题的研究。
就未来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新的增长点而论，专题研
究应该成为重点突破方向。

5． 综合研究。综合研究要重点把握以下两个层
面: 一是江南文化世家内部的综合化研究，诸如基于
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研究而向相关层面逐步拓展;

二是江南文化世家与外部的综合化研究，比如就文
化世家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军事史等的纵
横交错关系展开综合化研究。

6． 理论研究。通过基于个案研究而逐步走向理
论研究的有序推进，着力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全面、
系统、深入地拓展，突破以往文化世家研究限于一
时，或限于数家的狭仄格局。从时间和空间上使文
化世家研究系统化和系列化，尤其要基于江南而又
超越江南，着力在文化世家的理论与范式建构方面
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在方法论上，应追求实证与理
论、微观与宏观、时间与空间、长度与高度、形态与规
律研究的密切交融和辩证统一，努力建构契合江南
文化世家特点与规律的学术体系，使现有的文化世
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家族是社会的细胞，文化世家是文化殿堂的基
石。江南文化世家在中国文化世家发展史上举足轻
重的地位，决定了江南文化世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
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离不开文
化世家; 研究文化世家，离不开江南这一典范区域。
进而言之，只有真实、准确地把握住了江南特定区域
的总体风貌与原生状态，才能为由区域文化版图整
合为中国文化版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王建平，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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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Research Trends of Jiangnan's Old and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ies
( by MEI Xin-lin ，CHEN Yu-lan)

Abstract: As Jiangnan regional culture moves and steps over from peripheral position to central position，Jiangnan's old and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ies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concentrated，the most prosperous and the most unique core part after six development periods． As the study on
Jiangnan' cultural families becomes thriving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up，it has generally formed two factions and double directions and one
main part and four weaknesses． We need to acquire six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dividual cases，region，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special matter，synthesizing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Key words: Jiangnan; old and well-known cultural families; development course; research trends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ng Layer and Keeping Boundary of Study on Clan Literature ( by ZHANG Jian)
Abstract: As the study on clan literature becomes a heated academic topic，the conclusion becomes inconsistent and the taxonomical hierarchy

turns to be confusing．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ng layer and keeping boundar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insuring study on clan and clan lit-
erature． Separating layer means deepening and systematizing the object of study logically in order to master the object in multi-level． Keeping boundary
means doing rather than preaching in order to avoid confusion between the layer and concept and to have a clear sphere of appl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ng layer and keeping boundary is mutual． Only when we have deep study of the multi-laye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d dec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ctivities，and correctly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of them to clan culture，can we understand and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clan literature activities，and show the position and value of clan literature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clan; clan literature; separating layer; keeping boundary

Languag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for the Education of CHEN Baisha ( by ZHUO Jin，WANG Jian-jun)
Abstract: In CHEN Baisha's philosophy，the aim of the“Dao”is itself，and it is the supreme being． The core of his education concept is being

a saint by preach． However，such supreme“Dao”couldn't be described by the languag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saints couldn't help the cultiv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Dao”． CHEN Baisha considered“Dao”as being in the heart，and the task of education is not to describe“Dao”by language but to
set the environment for special feel of our heart． And then，“Dao”in the heart expresses naturally． It enriche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CHEN Baisha; preach; language predicament; language of surrounding; language of poetic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 by LIU Qin-xue，FANG Xaio-yi，ZHOU Nan)
Abstract: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has been prevalent and hazardous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families and society，which has been arousing

social concerns． This review analyzed both the causal factors and the interven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
tion in China．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the causal factors，past studies focused mainly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individual ones． For the for-
mer，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s were major research variables; for individual factors，personality，psycho-dynamic and physiological factors occu-
pied in most of the past studies． The intervening factors being studied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psychotherapeutic models for individuals，both in groups and
with respect to families． Finally，this study suggests 5 aspects of concer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intervention

The Application of Family Therapy in the Interven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 by LIU Xue-lan，LI Li-zhen，HUANG Xue-mei)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which has caused extensiv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People are exploring various methods to carry o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on it． Among them，the family therapy was widely used in the intervention
of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and it has good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family therapy in the interven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
lescents，and expounds several major family therapy mod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internet addiction intervention． At the end，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family therapy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internet addiction; family therapy; adolescents

On Critiques of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tudy of Human Nature ( by WANG Hong-wei)
Abstract: Feminist philosophy has some critiques to studies about human nature in three approaches． One is rational approach that studies about

human nature in history of European Philosophy． The second is Nature History approach criticising the studies about human nature in Marxist Philosoph．
The third is linked with Post-modern criticism and studies the deconstruction abou human nature and feminine nature． Feminist philosophy has also criti-
cised itself，too，and realizes its critiques are limited by language of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ideas of Dualism and Essentialism． So，feminist philosophy
must cast aside the category of sameness rational subjects，leave Grand Narrative，refuse Universalism． This will let feminist philosophy be clear of its di-
lemma and promote its transform，accept philosophical advance，social quality and leniency．

Key words: feminist philosophy; human nature; Post-ist Context; Anti-Essentialism

From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o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s Integration
( by YANG Ai-ping)

Abstract: The government-le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has distinct feature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mainly use such ways as objectives setting，meeting promotion，policy indoctrination，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administrative lump sum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 promote lower levels of government to complete the political task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n the one hand，it has some short-term success，
but on the other hand，it has many institutional defects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background of tranformation from the shallow-integration to the depth-inte-
gration，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should not only play a special role by using the mechanism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but also conduct systemic insti-
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adjusting government functions，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networks，integrating policy instruments，and innova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etc． ，in order to provide a solid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arl River Delta's region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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