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关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权力关系》

13位ISBN编号：9787214158116

出版时间：2015-7-1

作者：柏文莉

页数：332

译者：刘云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权力关系》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以宋代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政
治势力三者交互联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从唐朝以来的贵族精英
转变为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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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

作者简介

柏文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1991），现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宋宋元时期的
性别、妇女与家庭史。论文有《宋元墓志中的“妾”在家庭中的意义及其历史变化 》、《贞操的想象
：从贞妓到节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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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

精彩短评

1、算是从婚姻角度来论证“精英地方化”吧，有想要摆脱这一模式的努力，但不太成功，所以导致
前后逻辑有些矛盾。社会史如何从个案上升到整体，尤其宋代，真是头疼。
2、我只想说我有译者签名版！！！
3、刚开始读，云里雾里，因为确实收集太多材料，显得繁杂难读。然而越往后，越清楚作者的构架
后，觉得确实是下功夫的社会学著作。从士人的社会身份转变视角揭示唐宋变革论。
4、没法不把这种视角下的一类研究和标题为“孤独是可耻的”“抱怨是罪”之类大讲人际关系学的
通俗作品归在一起看成是我们时代的表征。接续郝若贝开启的“职业精英”“地方精英”之划分的传
统，在韩明士的拓展、戴仁柱的批评之后，整理大量宋人传记材料，对这种划分提出质疑。手法大概
可以叫深描，在社会史的框架里仍使用叙述/解释来展开。于是正好回归传统历史学，和传统的唐宋变
革论，宋代不再有世袭贵族，精英家族有起有伏，勉力用婚姻关系网来维持巩固自己的势力。地方研
究正好选在浙东婺州，用了好多范浚、吕祖谦、陈亮、叶适文集里的材料。
5、267/原206韩明士：捐建寺庙标志精英身份
6、居然真会有人去研究宰相的女婿是宰相这种课题。调查比较细致，就是结论逻辑有点凌乱。
7、由身份、地位、婚姻關係最終回應社會流動、社會整合等經典問題
8、果然還是對這類研究興趣不大。
9、姑妄言之，费力不讨好。
10、“个人以进士起家”
11、才发现之前没标%⋯⋯
12、从婚姻、人际和经济联系入手，探讨两宋时期权贵阶层保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既有宰相家族
整个面上基于宏观统计分析的定量论述，也有基于婺州地区精英阶层典型个案分析的定性研究。海外
汉学关于宋史研究的又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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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

精彩书评

1、译者按: 　　近日拿到《权力关系》中译本样书，发现里面有一些错误未能改正（注：这些错误是
中译本中出现的，英文原版中不误，特此声明）。现将自己发现的错误贴出，敬请阅读或购买此中译
本的广大读者注意，并见谅！ 　　【】中文字是中文版中丢失的文字。 　　第一章第9页,注释1 　　
参考文献中Beattie、卜正民（《家庭传承》）、戴仁柱、Meskill（《雾峰林家》）、罗威廉等人作了
细致的研究。亦见邓尔麟：《从宋至清无锡宗族发展中的婚姻、收养与慈善》，第170-209页；贺杰
（Keith Hazleton）：《父系与地方化宗族的发展：徽州休宁吴氏》，第137-169页；韩书瑞：《中国北
方两个家族：永平府王氏，1500-1800》，第210-244页；罗友枝：《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杨家沟马
地主》，第245-273页。以上均收入《明清中国的宗族组织》一书。 　　 【中国谱牒作为史料的可行
性与局限性的讨论，见Johanna M.Meskill：《作为研究史料的中国谱牒》，收入弗里德曼主编《中国
社会中的家庭与家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第139-161页。】 　　第六章第181页
注释2 　　《棘闱》，第36页。新兴家庭跻身精英的过程至少持续到12世纪末，并且很可能贯穿整个
宋代。虽然现存婺州史料中并无家庭在13世纪初步拥有地方权势和声望，韩明士描述了几个在13世纪
进入地方精英的抚州家庭的特征（《官僚与士绅》，第63页）。 　　 【另一方面，一些最新的学术研
究成果表明，中国——或至少部分地区可能在南宋时遭遇重大的经济衰退（相关成果评论，见史乐民
《关于宋代经济我们需要知道多少？12至13世纪经济危机考察》，《宋元研究》第24卷，第327-333
页[1994]）如果原因属实，“新兴”家庭崛起并获得地方精英地位可能缓慢持续至宋末。】第五章
第151页表格表2  王氏-曹氏-汪氏婚姻表第一代                                                王登         曹某第二代       王师古     
      时氏                      曹佃            曹氏              汪浃          王师心                曹氏汪氏                      第三代       王氏        
汪浩              曹氏                                                                     王涣曹次何                                汪氏                               王统时
某               汪氏第四代              汪氏                     曹著              杨某               汪氏时伯恭     汪氏                     曹蒙        
                        汪氏汪氏                     曹庄                                 汪氏                               王杞曹氏                                               
                    王锴血脉婚姻此外，样稿注释形式是页下注，每章连续编号，故而译者对书后索引进行改动
。但样书的注释形式却是每页重新编号，所以书后索引变得与正文注释不符合，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文/俞耕耘柏文莉的《权力关系》无疑是一部具有启示意义的史学论著。它的视角眼光，巧妙摆脱
了政治史研究的惯常窠臼，伸向了家庭、性别与社会变迁的历史细节。在很大程度上，此著也为国内
学术界研究宋代社会史、家庭史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理论范式：权力关系分析。它全景化揭示出家族亲
属、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之间的联动关系与潜在线索。这一思路搭建起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模型：权力
关系（家族、地位与国家三者紧密相关）任何维度的轻微变异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形态的定型。从
而，作者建立起一套“关系本体论”，研究宋代社会实质就是要梳理三种关系：家庭的亲属关系（父
系亲缘、婚姻姻亲）、社会的地位关系（社会地位如何衡量、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双向塑造）、社
会与政治官场关系（仕途与亲属及社会关系的双向影响）。在方法策略上，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一种
福柯风格：话语“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完美结合。事实上，作者所言的历史变迁与“史学转
型”，正是对不同历史期“知识型”论述模式转换的阐释。因而，权力关系的变易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以翔实且无以置辩的原始文献（墓志、谱牒）、史料细节考证出几大社会转型潜流，实现了微观
方法与宏观视野的完美结合。这几大转换，既是观念上的（存在于精神意识）、又是实践上的（作用
于社会变革），成为全书论述及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首先，宋代墓志重现了父系亲缘和婚姻姻亲所
构建的家族亲属关系网。它直接表述着社会价值与意识转型。唐代墓志浮夸的远绍先祖、标榜家世、
强调名望功业的书写态度已成明日黄花。宋代更加注重务实、细节与当下利益。书写重点的转移意味
着对墓主后代的关注多于祖先，对姻亲关系的兴趣也逐渐提高。同时，寒士与孀妇的形象更揭示了宋
代对财富和女性家庭角色的观念转变，贫困带有了道德清白的属性，女子价值不在于夫妻生活。教育
子孙、维系宗族发展才是女子意义所在。通过墓志话语模式的嬗变，本书挖掘了权力关系基石的倒置
转化：它从出身决定道德，变为道德行为决定身份地位。作者对宰相出身的论述，则揭示出权力关系
在空间上从中心化到散点化、在地理上从中央都城到地方州县的重大转向。地理归属（定居都城对于
经营政治关系的意义逐渐消退）。因为都城与地方的关系纽带越来越多，官场与学术、婚姻与荐举网
络使地理中心不再具有吸引力。作者看重制度建设对权力关系扩大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决定性意义
。柏文莉分析了科举对于吸收新兴、后进权力阶层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看到荐举与恩荫也能确保政治
精英维系家族的地位优势。全书发人深省处，莫过于展示宰相后人、及婚姻在维持权力关系中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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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

智慧。作者独具慧眼，认为宰相家族在党争中很少受到毁灭性打击，是因为宗亲关系在后代中难免没
落，旁系支脉往往凝聚有限，很难有持续性政治关联。同一宗亲关系的不同后代，政治生命往往大为
相同。相反，婚姻构建的姻亲关系则更能带来实际利益。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宰相怎么选女婿？其
实也说明当今婚恋观背后依旧有强大的家族潜话语：是否能门当户对、利益对等、完成权力交换？这
些都对构建家族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宋代相门间平行的相互通婚，后代世婚，与皇族上行的攀附都
是常态。而选取出身寒门的高中进士，这种下行方式表面看是种冒险，实质依旧是政治上的风险投资
。它符合“岳父官高爵显和女婿前途无限的模式”，女婿可以在未来对家族延续起到推动和庇护作用
。直到今天，穷女婿与权威岳父这对形象，依然承续着莫名的“知遇之恩”，这也正是中国婚姻的深
深负重。难得的是，柏文莉的书写完成了普遍与特例、中心与边缘、政治因素与地理区位的兼顾统一
。这得益于选取分析样本的科学性和技巧性。在高级官员里选择宰相群体，由于其活跃在政治顶端，
且具有明晰谱系；在地方士绅中选择婺州区域，这基于它是四位南宋宰相的家乡，也是几个北宋显耀
家族在南宋的家。这种选取有着深刻用意，它力求找出两宋政治生活、社会地位与家族亲属的“互动
”与“交叠”，只有通过权力关系的交错流变，才能描绘出宋代社会更为恢弘的网络谱系。家族网-婚
姻网-官场网总是紧密同构，三位一体。时过境迁，我们毕竟不是史学家，不会对繁杂史料抱有考据热
情，但阅读《权力关系》依然引发共鸣，惹人深思。这大抵因为宋代浓缩着中国社会精神的内质、基
因与密码。它甚至积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象征。那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情结、仕途做官的首位
选择；婚姻重组社会资源的利益考量、就业奔赴北上广深的机遇寻求——这些难道不是宋人给我们的
“遗传”？当掩卷深思，喟然一叹时，我们反思的正是自己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与当代迷途。（如欲刊
用或转载请豆邮告知作者本人）
3、本书的英文版问世距今已逾十五载，此间大量关于宋代家庭、社会、政府的研究陆续出版。因此
当刘云军教授表示学界对本书的中文版仍有兴趣时，我既讶异又欣喜。与刘教授合作完成中文版的《
权力关系》，我深感荣幸与愉快。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其间涉及的远不止于字面上的转换。翻
译英文写作的中国研究著作尤其如此，因为欧美该类作品的目标读者与中国的殊异。譬如，在面向美
国读者的中国史著作中，作者通常必须详细解释一些对成长于中国的人来说不言自明的术语和文化行
为；若对它们做字面上翻译，则会略显笨拙。更有甚者，一些表面上看来相互对应的术语，实际上在
两种文化中的指代迥然不同（比如说“家”和“family”）。若非译者对文字敏感，误读是很容易发生
的。就本书而言，刘教授还必须面对我颇为另类的语言风格，其中的旧式措辞和用语即便是以英语为
母语者也不非常熟悉。因此我十分感激刘教授对本书准确且流畅的中文呈现。此外，我也感谢他对本
书史料的精心覆核。正如他对注解的修改所示，他的努力有力地提高了本书的准确性。最后，我还要
感谢刘教授在漫长的数月中耐心等待我校对译文草稿。我的博士生林珊在校对期间大力协助，在此亦
予以感谢。我们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将特别复杂的长句拆解为语意清楚明了的译文，这是个令人
愉快且获益良多的过程。我要再次感谢刘教授亲切地采用我们的意见。在我甫就本书主题展开研究
的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恰刚刚可以访华。自彼时以来的数年间，中美宋史同仁有幸能频繁会面、交
流。这些互动大大提升了美国宋史领域水平，也从各方面丰富了我本人的生活。为此，我要将这本书
献给中国的同仁，也希望此类的翻译能够进一步加强中美间的学术交流。柏文莉2014年8月于加州戴维
斯
4、从晚清以来，面对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停
滞社会的看法。这种看法最初被包裹在进化论的外衣之中，而后又在五四时期的文明论战中广泛呈现
，最终在教科书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第发展的序列中得到最为有力的论证
。起码至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被看作是日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呈现的面貌为千
年未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还附随着讲求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儒家礼教。然而，事实真的
如此吗？且不说春秋战国的和战变动，也不论中古的动荡和佛教化，更不提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末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以经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而后受到海内外汉学界广泛响应
的“唐宋变革论”而言，便极其有力地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看法。在这一论说中，宋代被视为近
世史的开端，科举制及相关选官制度的普遍化提供了超越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经济中心的南移、坊
市界限的突破代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盛，而南宋兴起的新儒学则提供了不同于两汉儒
学的世俗化精神来源，甚至那种为应对辽、金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兴起“夷夏之辨”观念，也饱
含着民族认同的人我之分。可以说，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堪比欧洲现代性的兴起，可谓为多元现代
性的一种有力论证。“唐宋变革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富含多种复杂面向，相关的研究也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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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

枚举。新近翻译出版的柏文莉（BeverlyBossler）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
所聚焦的是宋代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呼应了从郝若贝（RobertHartwell）到韩明士
（RobertHymes）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而背后至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就来自
“唐宋变革论”中关于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转型。郝若贝在1980年代的
开创性研究中，认为这种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型实际发生在两宋之际，北宋政府仍然是由一小群“职业
精英”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级把持，只有到北宋后期、甚至迟至南宋，由于党争和政治动乱，
富含乡土气息的“地方精英”才最终取代“职业精英”，获得政治权势。而韩明士在关于宋代抚州精
英的著名研究中，则修正了郝若贝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地方化的趋势确实
不容置疑，但带着部分世袭成分的“职业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州的个案中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
会群体，其间阶层的递嬗和变迁需要更为细致的厘清。从总体上说，柏文莉在本书中的研究并没有突
破郝若贝和韩明士所塑造的格局，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深化、细化甚至是推进了二者的看法。她通
过对两组人群——两宋的宰相家庭和婺州地方精英——的考察，细致勾勒了婚姻、科举、家族、经济
等因素对于不同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响。一方面，她延续了韩明士对于移民和婚姻模
式在两宋精英地方化上的作用，侧重探讨精英的政治活动与其社会活动，特别是婚姻关系的互动，而
非仅仅注目于党争等政治面向。另一方面，她对郝若贝关于“职业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区分，提
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补充。在她看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精英内部，非常精细的身份等级塑
造了社会生活，人们重要的社会决定（其中最显著的是婚姻）均基于该等级”。但同时，“社会地位
作为一个连续体在运作，阶级差别并没有将高级官员独立于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也没有将富裕
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与家境一般、目不识丁的乡党分开”。这也就说，宋代社会一方面注重门第等级
的区别，但同时由于科举制、婚姻关系以及南北宋之间的政治动荡，稳固的世袭士阶层已经不复存在
，官吏与业儒，甚至是与寻常布衣之间的自由流动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
中，个人或者单个家族并无法单凭自己的实力确保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稳固，而只有通过多种手段
，或者以科举致仕，或者与显贵联姻，或者到了南宋后期以道学见长，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维持地位
于不倒。就此而言，柏文莉揭示了宋代社会一个为人所习焉不察的面向，那就是宋代实际上承接着两
种不同性质的阶层流动传统：一种是中古至唐代的注重等级门第的传统；一种是由唐代开启而在宋代
勃兴并在此后的明清达到高峰的以科举制为中心的饱含平等意识的传统。一方面，宋代已然无法围绕
“世家大族”维持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它也还远未达到明清的宗族繁荣程度，作为一个群体的
“士绅”仍在孕育之中。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家族关系在宋代仍
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资产，但历史悠久的家世出身不再左右政治影响力，并且逐渐丧失了社会
威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于个人能够影响家族命运潜力的全新认知，用宋代的说法，个人可以‘
以进士起家’”。这种认识促使彼时人日益重视后人的教育、联姻对象、社交网络等，它们共同构成
了在那样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中权势转移的重要因素。祖辈位居权贵，并非全然可以福泽子孙；布衣
起家之人，也一样可以苦读而平步青云。在柏文莉以一半篇幅处理的宋代宰相地位流动的研究中，那
些万人之上的相门子弟虽然可以通过恩荫、别头试等方式获得步入仕宦的机会，同时在荐举制度中获
得特殊待遇，但若是个人无才无能，仕途也不免荆棘丛生甚至戛然而止。倒是那些潜力巨大的新科进
士，由于有着非凡莫测的仕途前景而备受青睐。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潜力，往往招来“大家著姓”的
目光，成为权贵们检择乘龙快婿的对象，从而快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飞跃。借着联姻，一方面那些老
牌权贵分散了因子弟无才而带来的家庭没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新贵们也得以通过最快的速度摆脱因出
身贫寒之家而造成的闭塞局面。科举制与联姻互相配合，共同维系了两宋的等级流动和阶层转型。在
一个没有世袭贵族的时代，显贵与贫寒不再有此界彼疆的不可突破的界限。宋人的科举制度和联姻关
系（在柏文莉的书中还描述了更多因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趋平民化的社会，没有人会永远是权
贵，也没有家族会永远籍籍无名。这似乎暗合了“唐宋转变论”的题旨，也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
荒谬。但是，阶层等级真的不存在吗？也许那种世袭的、稳固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但一种流动的、
脆弱的等级制度却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贫寒子弟、地方没落精英们硬着头皮往上爬，期待一朝获
得功与名。另一方面，那些功成名就的达官显贵，又何尝不是在苦心经营关系网、婚姻网，谨小慎微
，期望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要被时代的洪流冲击，而达致稳固的位置。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在两
宋社会的过渡时代，每个人实际上都“流露出对于生活和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之情”。原文载《 中华
读书报 》（ 2015年09月09日10 版），作者：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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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权力关系》的笔记-第20页

        对于祖先的兴趣逐渐降低，愈发关注后人，而且越来越重视后人的科名，所有这些似乎是唐宋间
系列社会价值观重构的一部分，而这些社会价值观建构了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随着家世出身的贬
值，对于后人和姻亲的再认识，唐宋时期的墓志揭示了人们对于财富以及女性在社会的家庭中角色的
转变。

2、《权力关系》的笔记-第78页

        虽然举荐形成的关系网确保了有特权动用大门的高官子弟始终拥有特殊的优势，但它们也为那些
努力加入政治精英之人开启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入口。因此，虽然政治精英在某些方面高踞于宋代社会
其他人之上，但由于诸多原因（其中包括荐举行为），它并非一个剥离的社会阶级。政治等级在地位
衡量中非常重要，但荐举意味着才华、学识和人格，甚至神龙的出现也被考虑在内。如同科举制，荐
举有助于整合宋代官僚以及周围的社会。

3、《权力关系》的笔记-细致恢复姻亲在宋代家族经营中的面貌

        该书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Beverly Bossler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巧合的是她攻读博士学
位的学校恰好就是伯克利分校。这本书在唐宋转型历史研究时段导向下，以Ebery 领导的家族史研究
热潮引领，对两宋家族经营模式进行讨论。对话的对象有如下：其一，Hymes讨论两宋之间精英地方
化议题；其二，传统观点汉魏六朝以来士族、豪族等父系家族组织发达和明清宗族兴盛议题下，重视
父系的讨论。

韩明士认为北宋家族讲求全国性婚姻，南宋则转向地方，这是其地方化论述的重要依据之一。Beverly
通过对宰相家族婚姻的分析认为，不能仅从祖籍上建构婚姻网络，而要重视现实的居住地。因此，北
宋宰相家族多聚集在东京、西京附近，远离祖籍，他们的婚姻策略自然是和居住地的官宦之家缔结。
从表面上看，双方祖籍相距很远；实际上，却同属京城家族。南宋时由于临安地狭，政治斗阵厉害，
宰相家族居京城现象不多，由于住在地方，便从当地或者邻州挑选婚配对象。这种现象同历史时期其
他时代并无二致。

作者通过爬梳宋代的大量墓志铭，发现妻族、姻亲在家庭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析言之，科举成功的
士人往往会被已在官僚体制中的家族所看重，无论前者的经济地位如何。通过岳父或其他姻亲的提携
，这些成功士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向上流动。这一发现无疑对一惯强调父系作用研究范式的挑战。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脱离不开若干量化统计运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婺州案例的精心选择和分
析，顾及了不同经济地位和家族连接模式对比。故而，本文结论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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