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2 社會的組織：2-2 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世族社會的形成及其互助組織 
宗族團結力量大 

宋代以後形成宗族社會 明清宗族與士紳協助穩定社會 

 
 

 

南
朝
後
世
族
能
力
腐
化
、
軍
政
大
權
落
入
寒
人
手
中
，
勢
力
轉
弱 

 
 

享
有
政
治
、
社
會
特
權
，
注
重
社
會
地
位 

 

Ｂ
南
方
世
族
： 

 
 

（
２
）
為
維
護
本
身
利
益
，
與
游
牧
政
權
合
作 

 
 

（
１
）
為
防
止
盜
賊
、
兵
禍
侵
害
，
興
建
塢
堡
以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Ａ
北
方
世
族
：  

２
東
晉
南
北
朝
：
世
族
為
穩
定
社
會
的
力
量 

↓
成
為
強
大
地
方
勢
力 

 

Ｂ
漢
末
：
世
族
兼
併
土
地
、
招
徠
族
人
、
部
曲
建
立
塢
堡 

 

Ａ
經
學
發
達
：
累
世
經
學
、
累
世
公
卿 

 

１
漢
代
：

世
族
社
會
形
成 

２
南
渡
世
族
：
東
晉
世
族
享
有
政
治
、
經
濟
特
權
，
但
不
少
世
族
視
政
務
為
俗
務
，
重
視
精
神
生
活 

 

不
過
也
正
是
由
於
他
們
的
生
活
較
為
富
裕
，
所
以
留
下
較
多
藝
術
方
面
的
珍
貴
遺
產
。 

１
太
原
王
家
峰
北
齊
壁
畫
：
北
齊
貴
族
過
著
十
分
優
渥
的
生
活
，
使
得
他
們
逐
漸
失
去
尚
武
的
精
神
。 

●
補
充
：
課
本
圖
片
說
明 

 

一
方
面
是
敬
拜
祖
先
，
一
方
面
也
有
鼓
勵
後
代
子
弟
的
意
涵
。 

 

祠
堂
具
有
教
化
功
能
，
強
調
忠
孝
人
倫
，
族
人
考
取
進
士
的
功
名
匾
掛
在
祠
堂
中
，  

 

祭
祖
、
執
行
家
法
族
規
、
議
事
、
排
解
糾
紛
、
婚
喪
喜
慶
，
都
在
祠
堂
舉
行
。 

●
補
充
：
祠
堂 

 

↓
明
清
時
有
擴
大
宗
族
規
模
趨
向 

 

敬
宗
收
族
：
透
過
祭
祖
凝
聚
族
人
共
同
意
識 

（
收
族
意
指
以
尊
卑
、
親
疏
來
團
結
族
人
） 

３
興
建
祠
堂
： 

 

宗
族
以
義
莊
收
入
，
延
請
老
師
，
教
育
族
人
，
參
加
科
舉
考
試
，
有
助
於
提
高
本
族
社
會
地
位
或
政
治
聲
望
。 

 

●
補
充
說
明
：  

 

↓
政
府
標
榜
作
為
社
會
典
範 

 

透
過
買
田
、
設
立
義
莊
↓
贍
養
家
族
中
貧
困
者
、
資
助
嫁
娶
喪
葬
、
補
助
教
育
與
科
舉 

２
設
置
族
田
：
創
始
於
北
宋
范
仲
淹 

 

↓
世
系
支
脈
、
家
訓
家
傳
祠
堂
等
記
錄
一
目
瞭
然 

↓
有
助
凝
聚
宗
族
意
識 

１
纂
修
族
譜
：
繼
承
魏
晉
南
北
朝
編
纂
家
譜
、
族
譜
的
傳
統 

●
科
舉
社
會
後
，
無
法
保
證
代
代
為
官 

↓ 

士
大
夫
利
用
宗
族
組
織
維
持
互
助
合
作
和
發
揮
影
響
力 

 
 

湘
軍
是
基
於
同
鄉
情
誼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隊
伍
，
易
凝
聚
愛
鄉
團
結
的
力
量
。 

 

一
八
五
三
年
（
咸
豐
二
年
底
）
清
廷
命
曾
國
藩
在
湖
南
建
團
練
，
稱
為
湘
軍
。 

 

清
代
中
期
以
後
，
軍
隊
腐
化
，
缺
乏
戰
鬥
力
，
無
法
應
付
亂
事
。 

●
補
充
：
團
練 

 
早
期
是
指
日
本
海
盜
，
明
代
實
施
海
禁
政
策
，
使
部
分
海
商
、
人
民
也
加
入
其
中
，
劫
掠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一
帶
。 

●
補
充
：
倭
寇 

 
 

 
 

 
 

 
他
們
在
鄉
里
參
與
各
項
地
方
事
務
，
協
助
政
府
推
動
政
令
，
擔
負
穩
定
社
會
秩
序
的
角
色
。 

●
補
充
：
明
清
時
期
的
士
紳
，
通
常
為
卸
任
官
員
，
以
及
獲
通
過
科
舉
獲
得
功
名
但
未
任
官
的
人
。 

 

↓
象
徵
政
府
統
治
力
量
遭
到
削
弱
，
這
也
是
清
代
政
權
加
速
崩
解
的
原
因
之
一 

 

Ｂ
清
代
中
期
：
川
楚
教
亂
、
太
平
天
國
仰
賴
團
練
平
定 

 

Ａ
十
六
世
紀
：
協
助
明
軍
抗
擊
東
南
沿
海
倭
寇 

２
組
織
武
力
：
地
方
動
亂
時
，
士
紳
組
織
地
方
武
力
，
以
保
全
家
鄉
，
例
如
： 

 
 

宗
族
則
因
此
獲
得
社
會
名
望
，
象
徵
國
家
統
治
與
宗
族
組
織
的
緊
密
結
合
。 

 

↓
官
方
為
表
彰
族
人
忠
孝
節
義
、
樂
善
好
施
，
賜
贈
牌
坊
，
以
為
社
會
典
範  

 

↓
透
過
宗
族
施
行
教
化
之
責
，
以
穩
定
社
會
秩
序 

 

並
讓
族
規
結
合
朝
廷
訓
示
與
道
德
規
範
。
另
外
，
清
代
還
給
予
族
長
法
律
上
處
理
族
內
事
務
的
權
力 

１
教
化
之
責
：
官
方
為
強
化
人
民
遵
從
儒
家
倫
理
，
會
加
強
宗
族
權
威 

【圖示】 



CH2 社會的組織：2-2 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2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工商業行會互助組織 威脅統治權威的祕密結社組織——以會黨為例 

１．互助組織成立 

 

Ｂ
政
府
常
要
求
商
人
捐
款 

↓ 

與
官
府
打
交
道
有
助
維
護
利
益 

 

Ａ
商
人
子
弟
可
參
與
科
舉
考
試
，
或
捐
官
取
得
官
職 

●
商
人
原
為
四
民
之
末 

↓ 

明
清
商
人
地
位
大
幅
提
升 

２
．
與
政
治
的
互
動
：
互
蒙
其
利 

３．與社會的互動 

重視道義與投入慈善 

１．組織特色 

為利、重義 

２．生存之道 

爭奪資源 

 
 

 

不
法
手
段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 

受
到
官
方
鎮
壓 

３
．
威
脅
統
治
權
威
，
法
所
不
容 

行會 商幫、會館 

３
明
清
：
行
會
組
織
擴
大
，
訂
立
規
章
，
協
調
商
品
價
格
及
貨
物
流
通
，
保
障
同
行 

 

↓
官
府
低
買
高
賣
、
拖
欠
貨
款
、
苛
扣
工
資
，
行
戶
不
願
入
行 

２
宋
代
：
政
府
為
管
理
及
便
利
收
稅
，
以
行
負
責
提
供
貨
物
與
勞
役 

１
唐
代
：
相
同
行
業
商
人
組
成
「
行
」 

 

（
勇
武
可
保
佑
平
安
，
結
義
的
故
事
象
徵
商
人
間
相
互
照
應
，
並
宣
導
誠
信
守
義
的
職
業
道
德
） 

 

Ｃ
亦
有
祭
祀
該
群
體
共
有
之
價
值
觀
者
，
如
晉
商
祭
祀
關
公 

 

（
又
稱
「
黃
母
」
、「
黃
娘
娘
」，
是
元
代
棉
紡
織
家
，
曾
在
崖
州
向
當
地
黎
族
學
習
棉
紡
織
技
術
） 

 

Ｂ
有
祭
祀
對
該
行
業
有
重
大
貢
獻
者
，
如
紡
織
業
者
祭
祀
黃
道
婆 

 

Ａ
有
祭
祀
傳
說
中
該
行
業
祖
師
，
如
：
工
匠
祭
祀
魯
班
（
春
秋
時
代
的
巧
匠
，
被
譽
為
「
天
下
之
巧
工
」），  

 

各
行
各
業
祭
祀
行
神
的
緣
由
並
不
一
致
，  

●
補
充
：
祭
祀
行
神
可
以
凝
聚
此
行
業
中
眾
人
的
向
心
力
，
並
且
形
成
以
祭
祀
為
核
心
的
團
體
。 

 

同
行
成
員
也
會
祭
祀
共
同
的
「
行
神
」
、
擁
有
共
同
的
聚
會
場
所
。 

●
補
充
：
行
會
組
織
成
立
後
，
通
常
有
一
「
行
首
」
，
負
責
對
內
對
外
的
任
務
，  

 

Ａ
運
銷
貨
物
的
聯
繫
中
心
、
Ｂ
團
結
同
鄉
情
誼
的
聚
集
地
、
Ｃ
商
人
在
外
經
商
時
的
庇
護
所 

２
遠
程
貿
易
增
加
，
商
幫
在
大
城
市
成
立
「
會
館
」
： 

１
以
同
鄉
和
宗
族
關
係
組
成
「
商
幫
」
：
晉
商
、
徽
商 

 

「
君
子
愛
財
取
之
有
道
」
的
特
質
；
但
胡
雪
巖
壟
斷
商
貨
、
結
交
行
賄
官
員
等
事
，
也
飽
受
時
人
批
評
。 

●
補
充
：
徽
商
胡
雪
巖
一
八
七
四
年
創
辦
藥
業
胡
慶
餘
堂
，
要
求
「
採
辦
務
真
，
修
制
務
精
」，
展
現
儒
商 

 

↓
有
助
維
持
社
會
安
定
，
受
政
府
鼓
勵 

 
 

 
 

 

「
同
善
會
」
：
勸
人
為
善
、
籌
募
善
款
、
推
動
社
會
救
助 

 
 

例
如
：
「
育
嬰
堂
」
：
收
養
棄
嬰
、
「
普
濟
堂
」：
收
容
貧
病
老
人
、 

 

Ｂ
明
中
葉
以
後
開
始
出
現
民
間
慈
善
團
體
，  

 

Ａ
宋
代
以
後
政
府
設
專
責
機
構
，
救
濟
百
姓
生
活 

２
投
入
慈
善
： 

 
 

 

例
如
：
徽
商
標
榜
「
以
誠
待
人
，
以
信
接
物
，
以
義
為
利
」 

 

「
儒
商
」
：
經
商
同
時
強
調
儒
生
文
化
與
教
養
，
不
為
奸
利
，
講
究
商
業
道
德 

１
儒
道
經
商
： 

 
 

 
 

 
 

在
革
命
黨
人
於
中
國
起
事
時
給
予
相
當
多
的
協
助
。 

 

Ｄ
海
外
：
旅
居
海
外
的
華
人
也
成
立
海
外
洪
門
，
以
公
司
名
義
出
現
，
多
為
合
法
組
織
，  

 

Ｃ
擴
張
：
乾
隆
中
葉
以
後
，
隨
著
人
口
流
動
，
在
閩
粵
、
台
灣
與
長
江
以
南
等
地
蔓
延 

 

Ｂ
特
色
：
（
１
）
仗
義
相
助
，
崇
敬
關
公
、
（
２
）
幫
規
嚴
格
，
隱
語
暗
號 

 

Ａ
起
源
：
由
異
性
結
拜
與
械
鬥
團
體
發
展
而
成
，「
反
清
復
明
」
多
以
此
組
織
名
義
發
動 

３
代
表
：
異
姓
結
拜
，
擬
血
緣
關
係
的
天
地
會
（
又
稱
「
洪
門
」） 

２
組
成
：
各
行
各
業
負
苦
、
在
外
謀
生
者 

 

１
背
景
：
明
清
時
期
出
現
會
黨
，
與
人
民
生
活
困
境
有
關 

 
 

 

哥
老
會
亦
在
革
命
黨
人
起
事
、
抗
日
、
內
戰
都
扮
演
著
重
要
武
力
，
其
主
要
幹
部
多
任
高
級
軍
官 

 
 

 

其
成
員
除
了
大
批
游
民
外
，
還
有
退
伍
團
練
軍
人
、
當
地
富
商
政
要
。 

 

Ｃ
哥
老
會
：
最
早
源
於
四
川
一
帶
游
民
組
成
的
劫
掠
集
團
，
受
天
地
會
影
響 

吸
收
其
組
織
模
式
而
形
成
。 

 
Ｂ
洪
門
：
曾
資
助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事
業 

 
 

 

與
國
民
黨
互
有
利
益
關
係
，
故
在
民
初
發
展
日
盛
。（
代
表
人
物
：
杜
月
笙
） 

 
 

清
末
，
由
於
海
運
發
達
，
青
幫
漸
集
中
於
上
海
，
透
過
租
界
保
護
發
展
出
龐
大
的
黑
社
會
組
織
。 

 

Ａ
青
幫
：
青
幫
起
於
清
代
水
手
的
互
助
團
體
，
早
期
多
從
事
運
河
轉
運
等
工
作
。 

２
人
口
流
動
向
外
擴
散 

↓ 

民
眾
赴
海
外
謀
生
，
會
黨
移
植
，
例
如
： 

１
人
多
地
少
、
離
鄉
背
井 

↓ 

競
爭
生
存
資
源 

↓ 

尋
求
保
護 

↓
產
生
兄
弟
結
義
觀
念 

↓ 

形
成
會
黨 

【圖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