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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导 言

明清经历了五百余年的社会变迁，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山东士

人与其他区域士人一样，有些目睹了承平时期的社会稳定，有些则

饱受元明易代、明清易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之苦。同时，不同时期

不同士人的生活轨迹也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士人价值观念处于变化

之中。因此，笔者以明清山东区域社会作为大背景，将士人的价值

观念和行为置于日常空间、行政空间、交往空间、生存空间等多个

层面，从而理解士人群体在不同空间内生存及发展的基本原则、群

体生活的共同原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区域士人群体价值观

与明清政治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关系，勾勒出士人融入各种社会生活

的过程。同时，根据对明清整体社会实态与社会变迁的综合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地域空间内的动荡，士人

群体在同一区域中所展现的互动力量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异向发

展，使得士人赖以存在的空间界限逐渐模糊。

笔者之所以把士人的行为置于空间范围中，展示士人背后的地

域基础和权力结构，目的就是使士人的各种活动，并不仅仅停留在

空泛的交往方面，也不再停留在固定的制度层面。通过空间转换和

流动，使我们领悟具体人的活动是在本身及本土文化的观念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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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这种研究也包含着对其他多种因素的考虑，如不同的空

间范围内，士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也就不同，如血缘、地缘、业缘等

分别在家族、地域和行政等空间内发挥着作用，这些因素也是我们

理解明清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从而给士人群体加以合理定位，以

理性的眼光反思传统社会士人价值观念、社会行为于当今社会的影

响。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下，

哪些社会因素和主导理念对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研究范围与基本框架

( 一) 空间转换与价值观念释义
笔者以空间转换为主线，贯穿着士人一生的生活轨迹。总体来

看，他们既有固定的生活空间 ( 家庭、家族、家乡) ，又有流动的

空间 ( 行政、交往、生存) 。具体而言，家庭、家族、家乡是士人

价值观念形成的起点，行政、交往、生存等空间则是士人价值观念

实践的场所。无论是在固定空间，还是在流动空间，由于空间的流

动性和延伸性等特点，使得士人的生活壁垒逐渐被打破，价值观念

因此也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就士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来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在

长期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对社会上人、事、物的评价标准，从而

确立自己的言行准则。士人人生观、义利观、性别观等观念一旦确

立，它不仅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还是士人群体普遍认同的道

德原则。虽然明清时期社会整体发展和山东区域社会变迁，加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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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同空间之士，生活境遇、社会关系、社会层次等多元化趋势日

渐明显，同时，他们还要受到来自明清政治权力的约束、经济发

展、社会思潮的影响，致使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交织，但是，社

会生活的统一性与士人各种利益需求，使得士人所形成的忠孝仁义

等主流价值观，在数次的突变与革新之中，对其他非主流价值不断

进行整合，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 二) 研究的基本框架
就笔者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入世、出世和救世的不同行为分别

展开论述。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搞清该地士人历史脉络，全面

展现士人个性。从明清山东士人发展的大空间来说，山东作为齐鲁

文化之国，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据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

代山东进士 1825 人、清代 2260 人，全国居第五位①，主要分布在

鲁西大运河沿岸和鲁中、鲁东地区。就士人的走向来说，有经济之

士、文学之士、还有治世之士。然而我们的本意并不仅仅是研究上

层之士，还包括了中下层士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

份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对社会影响也不尽相

同，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传统士人的理想，如明中后期的

葛守礼、于慎行等直言上疏、为官清正，还有的不畏强权，与严

嵩、魏忠贤、张居正等斗争。文学之士，如明代嘉隆年间，“前七

子”之称的边贡， “后七子”之称和 “嘉靖八才子”之誉的李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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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清初著作如林，出现了诗人王渔洋、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此

外，中下层之士也在其空间内体现着自身特有的价值。终身未入闱

之士历城张文简，却以诗歌等闻①。张琢，曲阜人，家无立锥，靠

书法改变个人命运②。小说之王蒲松龄，虽然贫困一生，却在地方

设馆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同时，在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空间

的失衡使得士人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这就是隐士集团的出现。虽

然这只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明清山东隐士的出现与明末

清初几次比较大的政治事件是紧密相连的。明清交替之际，对于士

人而言则是伦理与政治的抉择时刻。刘鸿训之子刘孔和，“明社既

墟，纠集三千人，杀伪县令于村外，设坛遥祭庄烈帝，一军缟素，

痛哭失声。闻福王立，率师而难。”③ 总的来说，通过对明清时期

山东士人的分类整理，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山东，在不同历史

时期和社会变迁时期，总是有重要士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

决策于当时的国家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小层士人也以其他

方式在地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文化因

素、文化变迁及其对地域社会渗透现象的研究。

再次，对士人所赖以生存的空间逐一讨论，这是本文的重点

部分。

其一，家或家族，往往是士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士人价值观念

的形成与家庭教育有渊源关系，本部分注意区分望族之士与单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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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一旦士人走出家门，显亲扬名，步入仕途，就会以这些士人为

中心，形成了地方望族，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姻亲、

门生、同僚等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士人的社会交往，不同程度上也

扩大了家族交往空间。总之，望族之士的这种空间转换体现了传统

社会士从家族中来，又回到家族中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他们利用

在行政空间中所获得的资源，加强家族文化建设，使主流意识与地

方社会逐渐融合。但是，也不乏单身之士，他们虽然没有望族之士

那种显赫的社会地位，但往往凭借自己的才能加强了以文学、交

友、官宦等与望族之士的联系，形成了固定的交友圈。通常来说，

士人交往又具有善、恶双重性，势必对士人所在的家族产生影响。

如明末齐党与东林党的党争，齐党以淄川韩浚为主导，东林党以新

城王氏为主，地域空间表现为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韩氏与王氏一

直不缔结婚姻关系。士人之间，如李攀龙与谢茂榛，王士祯与赵执

信，赵执信与黄六鸿，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交往层面

的分歧。既然士人有血肉之躯，其言行势必受到家庭熏陶或对家庭

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士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本文力图

在此有所突破。

其二，行政空间内，士人除了相互砥砺，实践着传统的忠孝理

念外，在动荡不安时期，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念尤其面临着考验，明

清转型时期士人群体普遍面临着理性和现实的抉择。从他们在行政

空间内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是传统士人忠孝节义观念的体现，如

何看待区域社会的士人，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是否有共性? 这是

我们研究的难点。我们说，处于不同空间层次之士，由于经济基础

等条件限制，政治因素等影响，在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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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基础要素是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生活遭遇，社会交往等形式

则是这种认同的重要表征。

其三，文化和生存空间。就传统社会而言，士人依靠自身所掌

握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他们进行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还是他们

加强和扩大社会交往空间的重要途径。从价值观念与生活层面关系

来看，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夫”①，引导、规定和规范着仁人志士的一生，也是我们的民族气

节。此外，士人言行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了

有些士人的宗教信仰融合了释道思想。

其四，特定地域空间、特定时期形成的士人价值观对社会共同

体的共生产生了一定影响。士人作为地域社会相互联系的整合体，

群体价值选择虽然有主观原因，但客观原因也不能忽视，如 “学

而优则仕”思想，在地域空间内具有普遍影响。正统年间户部尚

书刘珝，与历城尹敏 “同年喜有九尚书”之称; 聊城傅以渐、邓

钟岳二状元，共一巷; 嘉靖年间历城殷士儋与李于鳞同里。此外，

士人行为又对地域空间产生了一定影响，过去的研究者过多关注的

是上层士人在危急时刻所表现的保卫一方的观念，劝善救济等常见

的行为，民间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赈济活动没有展开讨论。同时，

士人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参与，对地方社会风俗的改造与地方信仰的

塑造，也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社会变迁时期，往往是社会重大事件

的见证人，如毕际竑《痴说》反映了李自成占领山东淄川的情形，

见证与改变着地域社会。总之，以上关于空间转换层次的分析，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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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体现了士人价值观念是在对待自我、士人与他者、士人与国

家、士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断得以实践和升华的。

最后，提出历史地看待传统社会士人现象的观点。强调从中国

历史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士人发展

的各种现象，说明传统社会士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有机结

合，整体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类型、一种精神气质，一种社会结构

或一种政治体制。明代阁老张至发与刘鸿训功绩反在未做相时，因

为当时明怀宗用人多疑，他们又忤魏珰被削籍。临清周朝瑞，与杨

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世称 “六君子”。明崇祯末李自成

陷京师，赵士喆倡邑人发丧痛哭，顺治十二年卒。长子涛、次子

翰，皆诸生随父同隐①。总之，空间转换，体现了士人社会行为的

决定因素是基于传统文化和个人情感，还是基于价值理性和社会大

环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培养出来的士人

群体价值观和独特品格，从而分析人的主体地位与文化传统、社会

伦理的关系。此外，士人作为一个区域社会群体，在士与家族、家

族与家族、士与国家、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不

可否认，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既有价值冲突，又有价值认同，但在

不损害各自利益的前提下，不会发生大的冲突。

( 三) 研究重点与难点
从目前学界关于士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更多的是关注了

士人在行政空间中的地位和角色，而对士人家庭生活和广泛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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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琪修: 《东莱赵氏家乘》，卷三《世谱》，青岛永厚堂 1935 年铅印本。以下所
引该书俱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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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生活研究略显逊色。既然是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群体的论

述，需要挖掘充分反映中下层士人生活的资料，从而区分他们在发

展过程中的不同，以及他们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同时，关于

明清山东士人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是本文中所应深深思考的问

题。就学术观点来看，山东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在对士人的分

析中凸显了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文化主流的特质，以此为切入点，

注重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努力把士人置于

冲突交融的历史大空间和基本的生存空间中，诠释历史感情与价值

取向的矛盾冲突、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凸显士人平衡社会事务

与个人情感的功能，初步构建士人价值观念形成与发展的框架体

系，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文化因素、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文的研

究重点。

总的来说，家庭生活空间，是士人价值观念培育的基地，而地

域空间与行政空间，则是士人价值实践与文化建构的过程。同时，

不同的空间，决定了不同阶层士人在历史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变化与

影响。此外，还要注意他们作为一个阶层，与地域社会、家族、国

家之间，既有文化冲突，又有文化认同，从中找寻文化认同的基本

途径，这也正是本文的难点。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关于先秦以来历代士人的研究，自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

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内容涉及士产生的源流与分化、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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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关系、士风、士与经济活动关系、士的政治功能、儒学与士

等诸多方面。如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 ( 《责善半月刊》1

卷 7 期 1940 年 6 月) 、钱穆《释侠》 ( 《学思》1 卷 3 期 1942 年 2

月)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以儒学为文师说》 ( 《大公报》 ( 上

海) 《文史周刊》10 期，1946 年 12 月 13 日) 、郭沫若 《秦汉之际

的儒者》 ( 《中苏文化》15 卷 2 期，1944 年 2 期) 、罗尔纲《清代

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 ( 《中央日报》 ( 南京) ，第 3 张第 2 版，

1936 年 5 月 21 日) 等。其中，关于士人地域差异问题，陈寅恪先

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一书中，

主要论述了唐时期的山东士人，指出了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

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研究士人群体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唐长孺先生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士人研究，发表了 《清淡与清

议》 ( 《申报文史》，1948 年 2 月 28 日)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

(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

队伍的扩大》 (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年 5 月版)

等论文。

吴晗作为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就

潜心研究并发表了《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 ( 《大公报·史地周刊》

31 期 1935 年 6 月 10 日) 一文。关于明清士人结社问题，谢国桢

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择取明清

之际大量的正史、野史资料，论证了明末党争、复社等集会结社的

行动，与当时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紧密相关。受到明清史启蒙老师谢

国桢先生的影响，李洵先生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 《明末东

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 ( 《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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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第 8 期)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李洵先生又先后发表了 《论

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 ( 《史学集刊》1984 年 4 期) 、

《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 ( 《史学集刊》1991 年第 3 期) 、

《说“卢柟之狱”》 ( 《史学集刊》1994 年 3 期) 三篇论文，集中论

述了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及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主张。政治上要求地

方势力参政，经济上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上述研究成果，可以说

为我们研究士人及其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此后，九十年代以来，

无论是在纵向还是横向研究士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刘泽华

《先秦时期的士》 ( 《文史知识》1987 年 12 期) 、刘厚琴 《儒学与

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 ( 《齐鲁学刊》1995 年 3 期) 。由于篇幅和

研究问题所限，笔者主要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研究以及与明清士人

价值观念相关的成果，加以归纳整理。

( 一) 关于士人整体研究的论析
九十年代以来，针对士人政治生活、生存模式、思想意识等问

题，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剖析了士大夫

的社会分化，即知识分子和官僚分化的根源。赵园的 《明清之际

士大夫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和姊妹篇 《制度·言

论·心态———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前者主要从明清转型之际士人的分化方面分析了士人

的价值取向与生存方式，侧重对士人性格、心态的分析，后者则分

类集中论述了明清之际文化现象 ( 经世、任事、谈兵、游走、师

道与师门、士风) 和明清之际士人话题 ( 君主、井田、封建、文

质) 。总体来看，赵园先生的关注点，正如其所言: “对于明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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