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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至 １４世纪
“

宗派之图
”

碑与北方汉人宗族的复兴
——

以 鲁 中 山地 的军功家族为 中 心

周晓冀

（泰山学院 ，
山 东 泰安 ２７ １０２ １ ）

摘 要 ？

．
金元之交

，
北方汉人宗族最先兴起于军功 家族 。 他们利 用

“

根脚
”

和
“

承荫
”

，在墓碑上刻 写
“

宗派之图
”

， 建立 了 同 宗共祖

的血缘组织 。 １３ 至 １ ４ 世纪 宗派之 图
”

碑集 中在鲁 中山地 出现
，

反映 了 北方汉人从祖先 崇拜向 宗族意识的过波 。 汉人宗族在 蒙

元统治下争取权利 ，
利 用碑刻记录宗支世 系和分派

，
表现 出 与 南方地 区不一样的谱牒类型和特点 。

元代迄清 ，

北方 宗族组织的

发展具有连续性 ，
山 东地区提供了 可资证明 的 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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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和唐末 战 争 导 致 传 统世族势力 崩 溃 ，五代之时选择 ，形成 了以 父 系 原 则 为核心的宗族组织 ，实现了 民间 家

华北地区已无大族可言 。至北宋时期 ，由儒学家推动的 宗族族组织向宗族的 自然 转化。这些新兴的父系血缘 团体 ，不但
复 建 活动 陆 续展开，出现了新型的官僚缙绅宗族。然而随着具有北宋以来宗族组织的一般特征 ，而且逐渐走上与南方地
女 真和蒙元的人侵 ，华北人口大量减损和迁移 ，血缘与地缘区宗族发展不同的道路 。１３世纪的鲁 中山地 ，是 蒙元、金和南
结 合 的社会结构 趋于瓦解 。金元之交 ，北 方汉人军功家族开宋 以及红袄军和各种地方 武装混战的区域 ，

“
宗派之图”碑集

始 兴起，并对明清以后 的宗 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如 果说，宋中出现于此有其历史必然性。人主要进行的是宗族理论的探讨，那么元人则在实践上构筑汉人世侯在面对民族与宗 族 问题上的对策 以及他们的
了 完整 的新宗族形态。ｗ身份认同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而探 讨汉人世侯和军功元人的宗族实践主要体现在宗族组织的 民间化和世俗家族在先茔碑上刻 录谱系 的 社会意 义 ，则 刚 刚处于起步阶化。不但 出现 了 大 宗 祠 和 各种 管理规范的族田，族谱形式 和段。较有代表性 的成 果 除 常建华《元代族谱研究》、魏 峰 《先茔
内 容上也更加 丰富 ，

“
谱 图之法”成为元谱 的定 例 ，表 达 出对碑记与元代家族组织》、王霞蔚博士论文《金元以降山西 中东更远世系的追求。元代宗族 的 这些新 变化起于金元之交北方部地Ｅ的宗族与地方社会 》等 以 外 ，还有 日本 学 者饭 山 知 保

的 汉人世侯 和军 功 家 族 ，他 们通过 刻立
“
宗 派 之 图

”
碑 ，强 化最近的专文 讨论。ｐ］饭 山知 保 的文 章 提 出几个重要观点 ，

一
是

了 保 存谱系的意识。尤其是这些军功家族通过有意识的世系先茔碑为特在蒙元时期北方流行 的一种世系碑刻 ，是新兴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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