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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宗法传统

周人铺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

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 。

一一(清民之际)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

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庭，其

精神犹存也。

一一(清民之际)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普汶(A . Pervin)说"人类心智广大的可塑

性，近乎全然为他周围的一切所决定，其中最大的影响力也许来自

个人所生存的社会。"①人是社会动物，人的心性由社会所养育，因

而社会透视、社会结构分析，直逼文化生成机制的内层。

① [美]普汶著，郑慧玲译: <人格心理学}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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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宗法社会

一、宗法:从唐虞至近代

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至远至深的，莫过于延绵数千

年的宗法结构。

(一)宗·宗法·宗法制

宗法制之"宗甲骨文作命，乃会意字，字形表示:屋宇内
置祖先神主牌位，可会意成祭祖之处，引申为尊崇祖宗。《说文解

宇》释"宗"为"尊祖庙也。从冉，从示"。东汉班固撰《白虎通》释

"I=::t" 刁"

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

尊也。①

于省吾(1896-1984) <甲骨文字释林》解析"宗"字内"为屋

宇J‘示"像神主宗"当是屋中立神主之形，意谓"同在一庙祭祀

祖先"。

"宗"与法度、法式之"法"连用成词较晚，北宋理学家张载《经

学理窟》中的一篇《宗法~ ，为此词合成之首出处。张载说:

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

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

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如此则家且不传，又安能保

国家。②

这里的"宗法"是"宗子之法"的省称。所谓"宗子"指宗族的

① 《白虎通·宗族》。

② 《张载集> .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259 页。



宗法传统 463 

摘长子，因被认作宗族始祖的摘系继承人，为族内兄弟所共宗

(尊) ，故称"宗子"或"宗主即世袭族长。 宗子之法(宗法)讲的

是族长的确立、继承、权力的行使等，其要领在于规范摘庶系统，

实行摘长子继承制，以定亲疏、别统绪。 在张载看来，此制不仅可

以维持家室、宗族(特别是世家大族) ，而且与朝廷政治的延绵、

国家的安固大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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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寸数法图(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

作为宗族组织法的宗法制，由父系氏族制演化而来， {尔雅 ·

释亲》谓"父之党为宗族" 。 此制初奠于殷商，成型于西周，与封建

制、等级制互为表里，构成王室及贵族世袭制，且成为民间家族的

制度性精髓。 在少数民族中也有通行宗法制的，如朝鲜族亲戚制度

"寸数法亲戚远近谓"寸数" (寸数愈少，血缘愈亲) 。 父子之间

为一代叫一寸。 祖父与孙子是第二代叫二寸，曾祖父与曾孙为第三

代叫三寸 。 兄弟之间为二等亲叫二寸，叔侄之间为三等亲叫三寸，

堂兄弟之间为四等亲叫四寸。 这种表示亲戚关系远近的"寸数法

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父系为中心，兼及母系及姻亲关系，组合

成宗法系统。 朝鲜族朋友说他们都可以根据寸数法找到自己及直

宗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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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旁系亲戚在宗族所处位置，明确相互关系。

(二)宗法制长期延传

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社会及其遗存和变种长期延续，此为

中国社会史的一大特色。

当然，三千年间宗法社会亦有流变，大趋势是宗法组织由贵族

化走向庶众化。商周宗法在王室及贵族中有严格体现，君统与宗统

二而一。战国秦汉以军功论权位，与宗法承袭相互交错。魏晋南北

朝隋唐形成士族宗法。宋元明清在保持皇统宗法承袭的同时，宗法

下移庶众，普遍建立以祠堂、宗谱、族田为纽带的民间宗法组织。

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族制保留状况并不整齐划

一。 20 世纪末叶长沙走马楼吴简(数达 9 万余枚)昭示，孙吴时期

存在着"非宗族化"社会，多姓杂居一丘(村) ，一姓散居多丘

(村) ，村元主姓，姓元主村。乡吏(如"劝农撮"、"录事橡")执官

府之职，对上级官府(郡县)负责，不对乡土、宗族负责。①社会

学家李景汉( 1895一1986) 20 世纪 20-30 年在河北定县的调查表

明，诸姓?昆居的现象在华北较为普遍。综览全国，一姓聚居盛行于

东南沿海，而华北、关中盛行多姓杂居。宗族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

东南沿海较完备，次之江南，再次之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华北等内

地，呈现一种"逆逻辑发展"现象。因此，我们在肯认宗族制在中

国基层社会广泛存在的同时，还必须观照"非宗族"社会的大量

存在。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性的血缘组织与非宗族性的地缘组织(如

秦汉的乡、亭、里，北朝的邻、里、党，宋至明清民国的保甲，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并存，宗族性组织与地

缘性组织的实际作用力彼此消长，但始终没有一方全然取代另

一方。

二、中西比较

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致趋势，是社会组织由血缘向地缘、业缘转

① 见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3 年版，第 6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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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这一点，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史上都有所体现，不过因为各个民

族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希腊社会:血缘转向地缘的典型

古希腊是由血缘社会转变为地缘社会的典型。

生活在海洋型地理环境中，较早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希腊人，跨

入文明社会(以文字及金属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以后，逐渐

挣脱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 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

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 这与古希腊人漂洋过海，到地中

海沿岸建立一系列殖民城邦的经济活动直接相关。 英国历史学家汤

因比(1889一1975) 分析道: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

的社会工具一定也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

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 。 所有各种工具一一-人与财产，技术、制

度和观念一一都不能违背这一法则 。 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

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一一不仅是物质的一一只要

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

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 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

的，另一种丰富新奇的玩意了"①

汤因比进而指出:

跨海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

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个船

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

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一这一

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 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男女老幼

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

①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 (历史研究机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第 2 版，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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