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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
的中国 " 就在他们成功地运
用汉族传统文化和制度 #

何
炳棣教授治明清史 "

专 攻 社 会 阶 层 化 与
社会流动 " 是对准要害 "掌
握重心 $ 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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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明清社会史论 & "是第一位
大 量 运 用 附 有 三 代 履 历 的
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 !乡
试 同 年 齿 录 等 鲜 为 人 注 意
的科举史料的学者 '根据这
些 史 料 " 何 先 生 作 量 化 统
计 "分 析 社 会 流 动 '在 资 料
的数量与涵盖面 "均远远超
越前人 " 统计分析的样本 "

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 "举人
贡 生 达 两 万 多 名 $ 分 析 结
果 "以 平 均 数 而 言 "明 代 平
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

%&'

"

清代则减至
() *$+

'而父祖
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 "则
由明代的

%&'

"升至清代的
,$ -.+

' 可见平民向上流动
机会渐减 $ 清代 "尤其清代
后 期 "大 行 捐 纳 制 度 "富 与
贵 紧 密 结 合 " 影 响 力 量 趋
强 '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
大减 $

何 先 生 在 书 中 不 但 处
理向上流动 "而且也讨论向
下流动及其导因 "阐明促进
社 会 流 动 的 各 种 制 度 化 与
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 $ 何先
生 认 为 明 清 社 会 几 乎 没 有
制度化的机制 "阻止高地位
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 "均分
遗 产 的 习 俗 可 能 是 最 有 力
的因素 $ 除纵向垂直的上下
流动外 "何先生又专章讨论
士农工商 !军民匠灶的横向
水平流动 "并论及社会流动
的 地 域 差 异 和 影 响 社 会 流
动的各种因素 $ 社会流动比
较研究的结果 "何先生认为
明 初 精 英 的 社 会 流 动 率 "

(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社
会流动的数据 "也可能很难
超越 ) $

近年来 "何先生的论点
遭到部分学者质疑 $ 较著名
的 有 美 国 的 郝 若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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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艾 尔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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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的沈登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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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郝若贝
的 论 文 %中 国 的 人 口 !政 治
与社会的 转 型 *

)%&

+

!%%&

&

@

(

G3>1H48IJDK L I1:D5DK8: 8BM

?1KD8: 548B?N14>85D1B? 1N

OJDB8 L )%&P!%%&

)

;

" 分析宋
朝官员传记资料 "发现宋朝
政 府 被 几 个 或 几 十 个 大 家
族所垄断 "科举造成的社会
流动并不大 $韩明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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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社会

变动与科举考试 $为题发表

在 #江西社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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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 " 则认为研究
科举所促成之社会流动 "不
能 仅 以 直 系 父 祖 三 代 家 世
为据 "应该扩大 (精英 )定义
的范围 "将寺庙捐献者与从
事 地 方 公 益 事 务 者 及 其 亲
戚族人 ,学生等均列为分析
的对象 "于是大大缩减平民
范围 "把平民在科举上的成
功率大为低估 '他进而怀疑
科 举 制 对 统 治 阶 层 与 平 民
之 间 的 (血 液 循 环 )有 促 进
作用 $ 稍后 "艾尔曼发表 %科
举 制 下 帝 制 中 国 晚 期 的 政
治 ! 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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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何先
生 估 计 出 身 平 民 进 士 之 比
例过高 "过分低估中式家族
及 其 婚 姻 对 向 上 流 动 力 的
作 用 " 进 而 论 定 ﹕(近 千 年
来 " 科 举 制 度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 不 过 是 统 治 阶 层 的 政
治 !社会 !文 化的 .再生产 /

而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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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及韩明士等

人 贬 低 科 举 制 度 对 社 会 流

动的作用 %李弘祺对他们的

论 点 展 开 讨 论 % 参 见 李 弘

祺 & #中 国 科 举 制 度 的 历 史

意 义 及 解 释'''从 艾 尔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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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明清考

试制度的研究谈起 $ % #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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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发 表 %也
谈 明 代 前 期 科 举 社 会 的 流
动 率+++对 何 炳 棣 研 究 结
论 的 思 考 &

c

# 社 会 科 学 论

坛 $ ( 学 术 评 论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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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何
著对 (明代前期 )的界定 "及
以 何 先 生 未 能 使 用 天 一 阁
独家收藏的

([

种明代进士
题 名 录 为 憾 "并 指 出 (明 代
前期科举流动率高 "主要是
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 )造成
的 "何 先 生 的 (结 论 在 科 举
史 上 并 不 具 备 典 型 的 意
义 ) $ 但钱茂伟 %国家 ,科举
与 社 会+++以 明 代 为 中 心
的考察 &

b

北京 &北京图书馆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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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的
$[

种

-其中
%

种为天一阁独家收
藏 前 人 未 使 用 过 的 0 明 代
前期题 名 碑 录 " 分 析 的 结
果 " 仍 然 支 持 了 何 先 生 的
结论 $ 对于韩 ,艾二氏的批
评 " 何 先 生 并 未 撰 专 文 反
驳 "仅 于 自 传 %读 史 阅 世 六
十 年 &简 单 回 应 称 *自 己 的
统 计 (完 全 是 根 据 八 十 几
种 中 试 者 的 祖 上 三 代 履
历 " 最 能 反 映 社 会 阶 层 间
的 上 下 流 动 ) "而 艾 氏 所 用
的 资 料 却 (没 有 最 能 反 映
社 会 血 液 循 环 的 祖 上 三 代
履 历 ) '而 且 根 据 艾 氏 的 统
计 "明 清 出 身 平 民 的 举 人 "

占 总 数 的
%e - $)'

" 出 身 平
民 的 进 士 " 占 总 数 的
,[ - ).'

" 反 而 坐 实 了 何 先
生 的 结 论 $ 至 于 韩 氏 的 评
论 "何 先 生 则 认 为 是 对 (精
英 )的 定 义 混 乱 而 误 导 的 $

- 何 炳 棣 # 读 史 阅 世 六 十

年 $附 录 !家 族 与 社 会 流 动

论要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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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存 的 进 士 登 科 资 料
-包含登科录 ,会试录 ,进士
同年录 , 进士履历便览 0未
为 何 炳 棣 教 授 使 用 的 达 五
十九科 " 共一百四十种 "不
但 未 被 使 用 的 科 数 是 何 炳
棣教授使用过的将近三倍 "

而且分布均匀 "明代每一皇
帝统治时期都有 "大有利于
进 一 步 研 究 明 代 举 人 的 社
会流动 $ 泓于是执行 (国科
会 )赞 助 %明 代 向 上 社 会 流
动 新 探 & 研 究 计 划

b [&[ f

$e[& f7 f&([ f&(. f a

" 运 用
现存的进士登科史料 "撷取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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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效样本 "重
作统计分析 $ 发现从明代初
期到后期 "平民家庭出身各
科 次 进 士 比 较 进 士 总 人 数
的 比 率 " 平 均 从

)%+

跌 至
e%+

"而官员家庭出身的进
士人数的比例 "反而从

$e+

提高到
%(+

-徐泓 & # *明 清

社会史论 +译注及其后续研

究 & 重 论 明 代 向 上 社 会 流

动 $ % #中国社会历 史 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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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平民家庭出身与官
员家庭出身比例的变动 "约
略从明中期成化 ,弘治年间
开始出现黄金交叉 "尤其是
广 义 的 官 僚 群 体 比 率 大 幅

上升 "又似乎与明代中后期
的社会发展脉络相暗合 $ 坐
实了何炳棣教授所言 (意指
寒微人士要爬升社会

f

官僚
体系的阶梯 "遭遇到的困难
与挫折更大 )的论点 $ 这个
重 新 估 算 明 代 社 会 的 向 上
流动率的研究 "进一步修正
了 何 炳 棣 先 生 利 用

$$

科
,(($

件 样 本 所 统 计 出 的 结
果 $ 何先生的结论是 * (以平
均数而言 "明代平民出身进
士约占约总数

%&+

'而父祖
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 "也
约略

%&+

$ )而泓用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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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样本所统计出的结
果 "以 平 均 数 而 言 "明 代 平
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

%,+

"

而 父 祖 三 代 有 生 员 以 上 功
名 者 "则 是

ee+

'这 就 更 加
确认何炳棣教授的论点 *平
民 向 上 流 动 机 会 占 了 整 体
官员的一半以上 "也证实万
历 年 间 礼 部 的 报 告 * (绩 学
博一第者 "强半寒素之家 $ )

是 有 根 据 的 $ - #明 神 宗 实

录 $ %台北 !中央 研 究 院 "史

语所校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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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条 0因此 "明朝 (官场对有
才 能 人 士 开 放 )及 (科 举 为
寒 门 子 弟 架 起 了 通 向 .天
门 /的阶梯 )的传统说法 "仍
为现今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

-郑若玲 & #科举 , 高考与社

会之关系研究 $ %武汉 %华中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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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华 & #科举制下进

士 的 社 会 结 构 和 社 会 流

动 $ % #苏 州 大 学 学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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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教授的 %明清社
会 史 论 & 讨 论 明 清 社 会 流
动 "根据的大量样本所作的
计量分析 "被誉为讨论科举
与 社 会 流 动 最 全 面 的 一 部
经典巨著 "影响中国社会史
与 明 清 史 及 东 亚 史 研 究 甚
巨 $

c

许倬云 & #介绍何著 *明

清 社 会 史 论 + $ % # 大 陆 杂

志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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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许 倬 云 #心 路

历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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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 文 星 书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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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高葆 & #社 会 流 动

与 明 清 社 会 史 研 究 &读 *中

华帝国晋升的阶梯 &社会流

动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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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师倬云教授
的 % 先 秦 社 会 史 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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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本邹水杰

译 &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的 社 会 流 动 $ %

桂 林 & 广 西 师 大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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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毛汉光的 %两晋南北
朝士族政治之研究 & -台北 &

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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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吴建华 %科举制下
进 士 的 社 会 结 构 与 社 会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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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韩国科举
与社会流动之崔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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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李

朝 初 期 的 科 举 制 度 与 社 会

结 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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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等
等 "均以此书为典范 $

总之 " 何先生的 %明清
社会史论 & " 自

[",$

年出版
至今虽已半个世纪 "但无论
论题的开创 "运用史料与统
计分析方法的精到 "获致结
论的坚实 "都是其他相关著
作不可伦比的 $ %明清社会
史论 &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
究 ,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
究 及 社 会 科 学 界 誉 为 之 划
时代经典巨著 $ 尤其在科举
与 传 统 中 国 社 会 阶 层 与 社
会流动研究史上 "其地位迄
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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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徐泓 % #何炳棣 *明清社会史

论 + 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

研究史上的地位 & *明清社会

史论 + 译序 $ % #东吴历史学

报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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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泓承蒙何先生惠

允 %又获 !国家科学委员会 "

赞助 % 已完成这本书的中文

翻译 -书稿完成 %经何先生审

阅 %并赐序言 (全文刊载于本

期 ) - 今书已出版 %即 #何炳

棣 著 # 明 清 社 会 史 论 $ 译

注 $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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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初夏悼何炳棣先生

忽报文星坠远天!伤心尚有未成篇"

著书久已惊中外!阅世更能辨愚贤"

每念私谊多感愧!如闻警语欲争先"

儒林此后凋零甚!我自临风泣逝川"

汪荣祖悼何炳棣诗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