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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如家（序）

读罢杨昇博士这部关于中国艺文家族的论著，我便陷入了某种超越于学

术范畴的思绪，眼前倏然浮现唐寅的《事茗图》———一个仿佛桃花源般的玄关，

视野洞开，将目光牵引到无论魏晋般的梦幻远方。我能感受到高山流水，巨石

苍松，飞泉急瀑，它们或远或近，或显或隐，既清晰，又朦胧；我发现溪水汩汩，

草屋隐于松竹，门户大开，一人正在就读，案头茶壶茶盏，逸韵荡然飘出；我看

到屋外老者手持竹杖，行至小桥，小童抱琴，尾随其后；我听到有人吟诗———

日长何所事？ 茗碗自赉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而那个诵诗的人，竟

然就是我自己……

也许，用心听，还会捕捉到另一个声音以诗的形式出现———当人的栖居生

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

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

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从此以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为定义，几乎成为全

人类的共同向往。

中华茫茫九州，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家族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

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杨昇博

士以一部二十多万字关于明代艺文家族研究的著作，论证了数百年前这些才

华横溢的族群诗意的崛起和他们的栖居、兴盛、蒙难以及远去。正是这些艺文

家族，曾经如春日花朵灿烂开放，簇拥成中华民族的经典人文花园。

丹纳曾经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到：“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

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

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本书涉及的明代艺文家族，

着眼点正在于此。它自然是有它特定的时空单元范畴、族群精神内核和艺文

呈现形态的。诸如艺文家族的地域分布与概况，家族教育与艺文世家的兴起，

姻亲网络与艺文家族的发展，艺文家族的活动空间，等等，都成为著作者重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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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焦点，以此构成了本书论著的重要内容。

如果按字索义，艺文便可以简单地解读为艺术与文学。通俗一些说，艺文

家族便也就可以理解为一些靠琴棋书画诗酒茶便可以满足其物质与精神生活

的家族。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人口的增多，人们对精神生活的

需求，使一些以艺文为生的家族次第崛起。但这亦绝非一个经济形态便可以

解释的家族生存模式，因为数千年来，读书做官都是中国文人所认为的最理所

当然的正道，历来士人必定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琴棋书画不过雕虫小技

而已。这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更是家国情怀问题。故儒学在前，艺术在后；

科举在前，书画在后，一旦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般前后颠倒，父亲贾政便要

往死里打板子了。

而即便在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下，有明一代竟然还衍生出如此之多的艺文

之家，且根源也并非仅仅建立在艺文足可谋生的物质基础之上。他们对家族

精神形态的确立，恰恰是建立在人性的自我认知上的，与其说他们躲进了艺术

的小楼成一统，莫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向官道默然背过了身

去，以做无声的抛弃。故他们从来未将艺文只做稻粱谋，他们对思想学说的研

习甚至超过前代。因此，艺文在他们身上从来不是一门工匠般的技艺，而是一

种承载着他们对生活全部认识的文化符号。我们不得不说，艺文家族对儒学

的深入学习，对品性的自我修炼，对教养的高度重视，对传承的使命担当，以及

对淡饭粗茶的欣然接受，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觉醒。这个时代的许多士人，便

成就了近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先锋。

而这样的家族叙事，自然带来时间的绵长与空间的开阔，便也使人在族群

的纵向解读中深切感悟到家国命运。著作者既然选择明代为艺文家族的王朝

坐标，便不可能不涉及异族骤侵、大厦覆倾、国破家亡的明清交替时刻，而诸多

艺文家族的人文品相恰在此呈现出风骨。原来风花雪月与宁死不屈是可以并

驾齐驱的，众多大艺术家以粉身碎骨的殉道精神，在那个大裂变的时代求仁得

仁，使后来者深感中华文化的深刻、厚重与坚韧。

窃以为，这部论著的要义，正在于作者通过对这些艺文家族物质与精神生

活的研讨，启示今人从本质上去思考栖居和艺文之关系：栖居是要以诗意为根

基的，而诗意地栖居，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内心的安详与和谐，以及对诗

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唯此才能分辨出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

诗意地栖居。我们才能知晓，先人们早在六七百年前，便以艺文家族的诗意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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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今天，一些如杨昇博士般的精神后人，正在掀开历史的厚幔，请那些高贵

的诗灵画魂重登历史舞台。这或许恰恰是中华民族之艺文家族的特殊之处

吧。纵然有再高的艺术才华，再深的文学感悟，也是要文以载道的。艺文家族

的伦理传统决定了艺术家们与家国的关系，他们超越了一朝一代现世生活的

桎梏，为今天的人们，树立了家族人文标本，让今人能够为他们的先人自豪，更

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仰视机遇，以及心向往之的不二目标。

是为序。

王旭烽

201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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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家族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和

文化向前发展。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更是中

国人精神世界的寄托所在。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

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

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①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聚

群而居的中国人，在各项事业上努力劳作，逐渐取得不凡的成就，便形成了一

个个专门从事某项事业的家族。在文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家族，便可称为

文化家族，或曰文化世家。家族生活和文化成就的取得，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血缘关系是最值得信赖和付出的天然联系，加之

族人间交流的便利，使得文化、技能的传承更为迅捷通畅，从而促进家族文化

的圆融和发展；另一方面，以家族形式出现的文人群体更能体现出文化成就的

集群优势，由此大大提高文化活动的总体质量和成就。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

上的文化家族层出不穷，这些家族或“世其官”，或“世其科”，或“世其学”，②在

科举、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成就，并对所在

地区乃至全国社会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一个时

代的文化思潮与发展趋向。
考“艺文”之名，最早的意思是指图书典籍。班固《典引》中的“苞举艺文，

屡访群儒”③和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之“艺文”即此意。后世的“艺文”一词

意义逐渐宽泛，“艺”和“文”两字开始拆解，“艺”即艺术，“文”即文学，主要指向

包含了书画（延及篆刻）和诗文两个范畴。因此，所谓的“艺文”家族，特指在艺

术和文学领域同时取得较高成就的家族，换言之，即“艺文兼擅”的家族。
在中国古代，“艺”往往为“文”———程文、诗文之副，与读书属文密切关联

的书法地位尚高于绘画。绘画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延伸，并无关“正途”，易为

①

②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邃汉斋文存》，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萧统：《文选》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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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士大夫所轻视，明代的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就告诫儿子李肇亨：“士人以文

章德义为贵，若技能多一，不如少一，匪徒受役，兼亦损品。”①元代以前，专职

的画家多为宫廷服务，并且往往被目为匠人，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是很

高。元季之末，以放逸疏淡的笔致表现文人宁远心境的绘画开始流行，并在环

太湖流域出现了“元四家”这样的大师，写意文人画逐渐和书法诗文一样成为

读书人心境的写照，地位逐步提高。延至明代，书画技艺的传承也成为文化家

族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之江南经济的发展，文人生存手段的多样化，艺术

创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明代成为中国艺文家族发展的高峰期。
由于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经济高度发展，带动城市工商业的兴盛，士大夫

的出路不再局限于科举出仕，明朝政治的黑暗也使得一些有才华的文人无意

介入政治，使得隐逸之风开始盛行。明代是文人画发展的勃兴期，经济的发展

又使市场对书画消费的需求猛增，更促发了文人以艺治生的势头。因此无论

从家族数量、艺文水准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明代的艺文家族都是其他时期

难以比拟的。明代的众多书画大家，多是以艺文家族成员的面貌出现在艺术

史上的，比如相城沈氏的沈周，长洲文氏的文徵明、文彭、文嘉、文俶，太原傅氏

的傅山，常州恽氏的恽寿平，孟津王氏的王铎，诸暨陈氏的陈洪绶，等等，这些

人都是第一流的大家，他们多受家族发展之惠，得以促成了自己顺畅的艺文之

路，又通过自己的名望和实力，对家族的发展有所回馈。个人和家族相辅相

成，造就了明代艺文家族大兴的局势。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到：“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

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

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②众所周知，艺文才华的获得，不可

否认地会带有遗传的因素，中国书法讲究岁月积淀和内心体悟，事绘之初极重

习学和临摹，而文学创作也需要巨大的阅读量和独到感触的培育，故诗文书

画，自古便与家庭、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中国历代都曾涌现出众多以

艺术和文学著称的家族，如魏晋的琅邪王氏、五代十国的成都黄氏、元初的吴

兴赵氏、明清的长洲文氏等，基本上都有着书画技艺父子相承、代代相传的特

点。有明一代，具有艺术特长和文学修养的艺文家族，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面貌，是中国艺文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众多艺文家

族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版图上的重要景观，同时也是艺术、文学发展的巨大推

动力。但目前对艺文家族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在中国艺术与文学的

①

②

李日华：《恬致堂集》卷三八《题儿子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8页。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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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引入家族研究的体系和跨学科的多种研究方法，对促进学科交融、推动

学术创新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于艺文家族的研究，首先，能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研究探索新的发展方

向，因而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其次，相关的研究还能推动不同学科门类研究

方法的融合，还原艺文密切联系的中国文人传统之原貌，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

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全面和深入。再次，目前针对江南地区家族的个案研究

无疑是文化家族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针对齐鲁、岭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世

家的研究开始兴起，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针对西南、西北等地

区文化家族的研究则相对滞后，本书将对明代全国范围内的艺文家族进行梳

理和研究，并将兼及热点地区以外的家族，力争较为全面地反映明代艺文家族

的发展原貌。此外，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外汉

学研究的热点，并涌现出不少专力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家，如高居翰、柯律格

等，相关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拓展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最后，艺术和文学的

全面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对于艺文家族的研究，将有助

于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学术资源与成果，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中国文化世家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随着时代的

发展，区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并涌现出了大量的相关成果

和一批专注于此领域研究的专家。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中国文化家族（世
家、望族）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对文化家族的总体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从研究时段上来看，既
有通论性的研究，又有断代性的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家族制度、家
族文学、家族教育等方面；从研究涉及的地域来看，包括了全国性家族和区域

性家族的研究；从相关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涉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文
化学等学科。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著作，对后

来的研究影响颇大。前者列举了嘉兴地区91个世家望族，并制作了其血系、
血缘网络、世袭流衍等多个图表，分析出91个望族血系的平均流衍世代为

8.3世，时间达到了215.8年。潘光旦指出，决定家族兴衰的核心因素，在于

优良的遗传、贤明的母教以及家族迁徙、联姻网络等。
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以家族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历代家族

和家庭的形态结构和发展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论述。冯尔康《18世纪

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社会》、岳庆平的《中国的家与国》、钱杭

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等著作，对家族形式、组织、功能及政府的家族政策等

问题进行了探讨。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以大量的族

谱、契约文书以及民间调查材料，从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对福建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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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断代研究方面，关于家族、宗族的研究居多，如朱

凤瀚的《商周家族动态研究》、阎爱民的《汉晋家族研究》、王善军的《宋代宗族

和宗族制度研究》、徐扬杰的《明清家族制度史论》等。
更多地针对文化世家研究的论著，有吴仁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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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明清时期

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着重记叙了明清时期一批上海地区望族名流的生平和

门祚，论述其盛衰消长的原因和社会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地区明清时

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在对明

清江南望族做典型分析和专题研究之后，以地方望族为贯穿线索，深入探讨了

江南城镇及其经济、江南商人与商帮、江南社会风尚与风俗民情等江南社会经

济史中的重要问题。《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分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所属主

要府州厅县著名家族概况、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考录两编，该书站在综合论

述的高度，探究了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的兴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及
其对当时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以家族发展的社会环境为依托，探究了

苏南望族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过程、文化特征、家族教育、人才优势、家族文献

建设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将关注点放到了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和家族间的文

化交往上来。徐茂明等所著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一书，以
“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通过对文氏、王氏、叶氏、彭氏等著名家族的深入挖

掘，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地区的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系统分

析了家族迁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如何通过经由联姻、科
举、仕宦、交游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影响地方社会的走向。朱丽霞的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在松江府望族的文化背景下分别对宋、王等家

族的文学成就进行了论析。凌郁之的《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在苏州文化

世家的文化生态背景下，探讨了多个文化世家的对文学的培育、建设和推进。
王建科的《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家庭社会学、主题学及历史

文化批评的角度，对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的内容及其艺术形式进行系统研

究，切入点较有新意。王树春的《家族文化补遗：胶东文化研究》对多个该地区

有代表性的家族进行了个案分析，内容包含科名、政绩、著述、联姻和人文活

动，并对莱阳地区明清两代望族文化进行了综合评价，揭示耕读传统对一地文

化脉络的延续。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从诗书之家的培育———书塾、
书院、文社的构建，家族女性、母教与联姻网络、私家宅园与家族文学的联系、
家族文献———地方性诗文总集与家集的交织，家族文学传统的塑造，等等多个

具有新意的角度切入文化世家和家族文化的研究，采取了重要问题研究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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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谓成功的探索。
第二，对文化家族的个案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真瑜就发表了

对文化世家个案研究进行关注的文章———《明代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世家》，
此后他又对该家族（吴江沈氏）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了系列成果，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明清吴江沈氏世家百位诗人考略》等。台湾学者对一些文

化世家的研究成果也在那个时代逐步问世，较有影响的有赖慧敏的《明末清初

士族的形成与兴衰———若干个案的研究》、王家俭的《昆山三徐与清初政治》
等。近年来，对文化家族个案的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

生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每年都涌现出不少有质量的成果，如汤江浩《北宋临

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沈如泉《传统与个人才能———
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

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
在文化家族研究的理论提炼方面，在坚实的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李真瑜把

研究领域从家族个案拓展到对文学世家现象的学理性总结上去，发表了《世
家·文化·文学世家》《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等论文，将文学世

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进行了讨论。罗时进在一系列论述（专著《地域·家族·
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论文《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明清家族文学研究》《太
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

对文学的影响》《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创作》《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

学文献建设》《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

学创造力生成》，等等）中倡导在地域和家族的视野中重新展开对古代文学的

研究，提出加强家族文学“文化性关联”的探究，并且重视以朴学的态度，在深

入挖掘文献价值的基础上兼容多元的方法，以推进研究的深入。梅新林在《文
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论著中强调了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积淀、人才培育

等核心要素在世家发展兴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梅新林、陈玉兰在《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一文中指出，对

文化世家的专题研究（如对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
业等不同类型世家的研究）是未来文化世家研究中可供突破的方向。事实上，
近年来关于在某一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文化家族（江庆柏称为“专门家族”）的
研究，也开始为学界所关注。比如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一书中，较早提出了

“科举家族”这一概念，对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地域流动、地位变迁

及家族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择取了几个典型的科举家族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个案分析。厉震林所著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以文化人类学

为主要研究方法，突出大文化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伶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家族文



6    明代艺文家族研究

化的研究，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突破了个案、区域和断代的束缚，具有宏

观而整体的通论性质。其对伶人家族的文化基质、结构系统和功能形态的分

析具有新意，对此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突破。相关成果还有吕贤平

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全椒吴氏科举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丁蓉的博士论文《科
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等。除科举家族之外，较为多见的是

对文学、曲学、学术、出版等专门世家的研究，如孙艳庆《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

术文化研究》、张丽《北齐隋唐河东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钱茂伟《明代的科举

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殷亚林《明清江南家族与曲文化研究》、
钱慧真《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论》、许振东《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

成员与书坊考述》等。
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文化家族的研究有所启发和推动。学界对

家族姻娅关系在家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视，徐雁平的《清代文学世家姻

亲谱系》一书，对清代中国各省的文学世家的姻亲谱系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梳
理和编订，强调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生发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佐资料。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

述》、丁小明《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等论著中，都提供了相关文化家族的文

献知见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的文献支持，不失为一项有见地、有意义

的重要工作。
对艺文家族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和薄弱。潘光旦曾从人类学、社会

学、遗传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的绘画人才及其家族进行过研究，并发表了

诸如《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一个世家家谱之分析———明清两代的长

洲文氏》《论长洲文氏画才之渊源》等论文，但由于这些研究只是其宗族、人口

和血缘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故未能展开探讨。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一
书中的部分内容对东晋的门阀氏族和文艺世家进行了综合考论，并分析了这

些门阀士族型文艺世家的共性、个性与形成原因，以及文艺世家对推动文学艺

术发展所起的作用。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对该家

族的书法、绘画、音乐艺术成就进行了论述总结，并探讨了家族文学的发展脉

络和特点。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对清代著名书法家杨沂孙及其家族的

世系、组织和文化传承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并对其族人行迹进行了详细编

年。邢学敏《北魏书法家郑道昭家族研究》对荥阳郑氏家族成员的生平、联姻、
艺文创作及家族风格进行了论述。丁小明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

究》明确提出了“艺文家族”的概念，并对清代江南的艺文家族进行了梳理，在
此基础上探讨了艺文家族的家学传承及其与艺文创作流派和江南社会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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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部分期刊论文对艺文家族进行了关注，如周巩平《艺术家生平与谱牒

研究》强调了艺术家的生平和家世研究在艺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包铭新《嘉
兴郭氏家族的绘画传统及其历史意义》对“有家族传统的书画家群体”嘉兴郭

氏进行了关注。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家传谱系研究———家族、家学与中

国古代绘画》运用人类学谱系的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家学”问题，并
通过中国历史上多个绘画家族的实例分析指出家族及家学对中国古代绘画艺

术的显著影响，从而提倡对画家个体、群体生存环境等全方位研究的深入展

开。刘镇《论长洲文氏家族与明代江南刻帖之繁荣》从文氏家族的《停云馆帖》
入手，探讨了明代江南地区书法刻帖繁荣现象的内因。

近年来，大量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被译介传入中国，他们的研究

方法多注重通过对艺术作品和相关文献的缜密考察进行艺术事件及其社会背

景的历史还原。他们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与中国古代的艺文家族密切关联，如
李铸晋对吴兴赵氏、柯律格对长洲文氏、白谦慎对太原傅氏、李慧闻对华亭董

氏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程度，足备中国学者进行参考。
综上所述，目前对包括艺文家族在内的宗族、家族和文化世家的研究，成

果已经比较丰硕，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不断拓展，并日益呈现出精细化、深入

化、综合化、国际化的趋势，但仍存在一些缺憾和可以拓展的空间。首先是侧

重于个体研究而忽视综合研究，“少有人致力于贯通、综合和整体解释，忽略了

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和精神”①。学界亟须更多将个案研究、区域研究与断代

研究相融合的综合性成果。
其次是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理论研究，多停留在对家族源流和历史的

陈述、家族成员和文化成就的简单汇集评价上，研究的视角、手段较为单一，思
维方式往往陷入模式化，缺乏学理的厚度和深度，从而造成研究结论的大同小

异。关于文化家族的研究理应有宏观理论的统领，在相关论述中也应有“家族

文化”的聚焦点，而不应以铺叙家族历史及其文化创作成就为满足。描述事实

固然重要，学理性提炼方是大乘之境。
再次是研究对象在地域分布上的严重不平衡。其表现是对江南、中原等

地区文化家族的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对西北、西南等地区文化家族的研究

则相对滞后，成果寥寥。这一现象虽然是由文化家族的历史发展状况所决定，
但学界对热点地区以外的文化家族的关注度，仍有加强之必要。

最后是对于一些特具意义的内容应有进一步的扩充和阐述。中国的文化

家族往往本身就具备综合性的特征，因此对他们的研究，也需要具备综合性的

① 黄宽重、刘增贵：《家族与社会》总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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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运用综合性的手段，相关研究亟待进行学科和研究方法的整合。有不少

已被纳入文学研究视野的家族，如海宁查氏、吴江沈氏、常州恽氏等，都是艺文

并重的大族，在研究中理应强化对其艺术成就的探讨，从而还原其艺文家族的

原貌。此外，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应停留在少数知名家族之上，对于大量有

特点而因经济、文化资本匮乏从而形态涣散、文献稀缺的家族，也应予以重视，
从而使相关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本书将针对明代艺文家族的生成因素、时空分布和姻娅关系进行探讨，考
究明代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发展状况与艺文家族勃兴现象之间的关联，并从

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方面分析明代艺文家族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分

析明代京师、江南、西北、西南、华北和岭南等各地区艺文家族的生成、流动和

绵延概况。教育与传承———明代艺文家族发展的内部动力、政权与社会———
明代艺文家族发展的外部助力是艺文家族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两个支撑点，
本书将对包括艺文才华的遗传、家族内部的教育与交流、婚姻选择及姻娅网建

构、家族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建设、家族社交圈的营构等因素进行探讨。
本书将通过对明代艺文家族的产生、发展与衰变历程的梳理，讨论其创作

实绩、社会反响和历史地位。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艺文家族的

风貌和特征。通过代表性家族的个案分析探究明代艺文家族的演变、衰落因

素。力图通过对明代艺文家族的众多实例的梳理和分析，描绘其形成和发展

的基本脉络和概况，客观揭示其基本特征，系统总结其中的规律与启示，科学

分析其历史作用和地位。园林和山林是明代艺文家族内部活动与对外交游的

两个典型的场所。园林的构建不仅承载着文人士大夫们栖居城市山林的终极

梦想，更是家族经济文化积累达到一定水准的标志，象征着家族的勃兴和发展

的顺畅。而在明代，艺文家族一旦有了一些资本，往往会倾力于园林的建设，
这种现象不仅在江南出现，在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体现了明代文人，特别是

艺术家们生活情趣的走向。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遗民”涌现的一个高峰时

期，不少士人以身殉国，而他们的子弟，更多地走向山林，成为不愿为新朝服务

的隐居者。遗民现象在艺文家族中尤其多见，一方面，多数艺文家族在发展过

程中会与中央或地方政权产生密切的联系，因此易代之变对这些家族而言往

往是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艺术家的性格本身就有放逸的一面，新的统治者

的君临，往往会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的野逸情怀，在“不合作”的表象下走向山

林，完成对人生另一重境界的体验和追求。因此，对明代艺文家族的这两重活

动空间的讨论，不仅抓住了艺文家族的一些根本特征，而且对明代家族文化研

究的推动而言，也是一种有新意的探索和尝试。
笔者希冀通过本书的相关研究，推动学界对艺文家族的进一步关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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