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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世族 

世族的經濟與社會表現 世族對政治的影響力 

                
 

即
被
稱
為
譜
牒
。
對
世
族
來
說
，
名
字
被
記
載
在
上
，
象
徵
著
可
以
掌
握
更
多
資
源
。 

 

因
世
族
成
員
龐
雜
，
為
便
於
管
理
和
證
明
身
分
，
世
家
大
族
會
撰
修
家
譜
，
此
類
家
譜 

●
補
充
：
譜
牒
： 

 
→

政
府
設
立
專
官
主
持
譜
牒
修
撰
，
成
為
維
繫
門
第
的
最
重
要
根
據 

５
南
遷
世
族
為
維
持
身
分
特
權
，
對
婚
姻
特
別
重
視
，
講
究
門
當
戶
對 

４
世
族
的
社
會
貢
獻
：
社
會
救
助
、
吸
納
流
民
、
保
護
社
會
勞
動
力
、
穩
定
社
會
秩
序 

 
 

 

北
方
常
見
的
「
塢
堡
」
即
是
具
有
防
禦
功
能
的
莊
園 

 

 
→

在
戰
亂
時
代
中
也
能
互
保
，
成
為
獨
立
生
存
的
社
會
組
織
，  

 
 

主
要
生
產
勞
動
者
是
佃
客
、
部
曲
等
依
附
人
口 

３
世
族
多
透
過
自
給
自
足
的
莊
園
聚
族
而
居
，  

 
 

 
 

加
上
官
員
利
用
人
頭
登
記
等
方
式
鑽
漏
洞
，
導
致
最
終
成
效
不
彰
。 

 
 

 

擁
有
土
地
數
量
。
然
因
實
施
上
，
政
府
並
無
強
制
介
入
，  

 
 

 

而
達
到
增
加
稅
收
與
農
民
生
產
意
願
的
目
的
，
同
時
可
限
制
官
員 

 
 

因
曹
魏
原
本
的
屯
田
制
破
壞
後
，
欲
鼓
勵
農
民
開
墾
荒
田
，  

 
 

 

官
員
向
政
府
登
記
領
取
土
地
。
此
制
原
是 

 

「
占
」
為
漢
、
魏
時
，
辦
理
戶
口
、
土
地
登
記
的
術
語
，
占
田
即
是
開
放
一
般
人
民
及 

●
補
充
：
占
田
法
： 

 
 

 
→

蔭
附
者
免
除
政
府
力
役
，
吸
引
平
民
投
靠
，
世
族
得
累
積
地
方
實
力 

 
 

規
定
官
員
可
按
官
品
等
級
分
配
土
地
，
且
可
蔭
民 

２
世
族
原
已
擁
有
龐
大
土
地
財
富
，
晉
武
帝
又
實
施
「
占
田
法
」，  

１
世
族
自
東
漢
以
來
逐
漸
形
成
，
興
盛
於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由
鮮
卑
貴
族
與
關
中
、
隴
西
地
區
的
漢
人
豪
強
世
族
所
組
成
的
政
治
集
團
。 

 

此
說
法
源
自
民
初
學
者
陳
寅
恪
，
陳
氏
以
此
指
稱
自
西
魏
以
至
隋
唐
期
間
， 

●
補
充
：
關
隴
集
團  

 
 

 

面
對
動
亂
之
時
毫
無
應
變
能
力
。 

 
 

此
事
除
可
反
映
世
族
門
第
觀
念
深
重
之
外
，
也
可
見
南
方
因
長
期
耽
於
逸
樂
，  

 
 

等
高
門
被
拒
，
心
懷
不
滿
而
起
兵
叛
亂
，
使
南
方
遭
到
大
肆
破
壞
，
世
族
慘
遭
摧
殘
。 

 

爆
發
於
南
朝
梁
武
帝
時
，
來
自
東
魏
的
降
將
侯
景
因
梁
武
帝
背
信
及
求
親
於
王
、
謝 

●
補
充
：
侯
景
之
亂  

 
 

 
→

 

唐
朝
前
期
關
隴
集
團
仍
有
相
當
的
政
治
影
響
力 

 
 

但
隋
、
唐
的
皇
室
皆
出
身
北
方
世
族
的
「
關
隴
集
團
」，
且
得
其
支
持
而
建
立
政
權 

５
隋
唐
時
期
，
南
方
世
族
已
因
南
朝
末
期
侯
景
之
亂
而
衰
微
，  

 
 

胡
人
君
主
也
藉
漢
人
世
族
支
持
以
鞏
固
政
權 

４
北
方
漢
人
郡
姓
因
身
處
胡
人
統
治
下
，
為
維
護
本
身
利
益
常
與
胡
人
君
主
合
作
，  

 
 
→

形
成
「
主
弱
臣
強
」，
政
權
為
世
族
掌
握 

３
東
晉
政
權
倚
賴
南
渡
世
族
與
江
南
當
地
大
族
的
支
持
而
得
以
立
國
江
南 

 

２
西
晉
時
，
除
司
馬
氏
本
身
是
世
族
出
身
外
，
也
倚
仗
世
族
支
持
而
取
得
政
權 

１
三
國
時
，
各
政
權
都
與
當
地
世
族
合
作 

●
各
政
治
勢
力
意
識
到
爭
取
世
族
支
持
的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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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後的新宗族 

宋朝新宗族的形成 明清時期宗族的發展 政府對宗族的利用 

 

Ｂ
代
表
：
北
宋
名
臣
范
仲
淹
即
首
設
族
田 

 

Ａ
收
入
用
以
祭
祀
祖
先
、
賑
濟
貧
困
族
人
、
興
辦
族
學
、
補
助
族
人
應
試
費
用 

 
 

３
置
族
田
：
以
為
宗
族
經
濟
來
源 

 

Ｃ
南
宋
朱
熹
為
此
設
計
祠
堂
之
制
與
祭
祖
禮
儀 

 

Ｂ
身
故
後
也
能
永
享
子
孫
祭
祀 

 
 

 

Ａ
宗
族
親
人
可
享
有
宗
族
內
各
種
利
益 

 
 

２
建
宗
祠
：
以
聯
合
族
屬 

 

Ｂ
功
能
：
維
護
輩
分
秩
序
，
明
辨
血
緣
關
係
，
顯
揚
宗
族
聲
望 

 

Ａ
宋
朝
新
宗
族
形
成
是
士
大
夫
自
發
行
動
，
以
私
修
為
主 

 

１
修
族
譜
：
以
維
繫
離
散
的
宗
族 

●
重
建
宗
族
的
三
種
方
式
： 

 
 

 

終
使
原
已
沒
落
的
世
族
隨
著
唐
朝
政
權
的
結
束
而
衰
亡
。 

 
 

唐
末
黃
巢
之
亂
爆
發
後
，
因
戰
亂
破
壞
的
打
擊
， 

 

 
 

以
及
君
主
刻
意
壓
抑
而
日
漸
衰
微
。 

 

隋
唐
以
降
，
原
活
躍
於
政
壇
的
北
方
世
族
已
因
科
舉
制
度
的
實
施
，  

●
補
充
：
唐
末
世
族
的
衰
落
： 

 

強
化
宗
族
功
能
維
護
人
倫
關
係
，
藉
此
穩
定
社
會 

２
理
學
興
起
後
，
為
宣
揚
儒
家
綱
常
思
想
，
致
力
重
建
宗
族
組
織
，  

 

士
人
無
法
利
用
家
世
背
景
優
勢
長
保
祿
位
，
遂
意
識
到
保
持
宗
族
昌
盛
的
必
要 

１
漢
朝
以
來
世
族
至
唐
末
衰
落
，
宋
朝
科
舉
興
盛
，  

●
背
景
：  

 

Ｂ
維
繫
宗
族
的
經
費
龐
大→

同
姓
宗
族
聯
宗
祭
祖
，
集
資
建
祠
、
修
譜 

 
 
→

 

聯
合
宗
族
以
應
付
社
會
變
動
，
使
宗
族
規
模
日
益
擴
大 

 

Ａ
明
中
葉
以
後
，
地
方
政
府
控
制
力
薄
弱
，
生
存
競
爭
激
化
，
宗
族
糾
紛
時
起 

 

２
宗
族
規
模
擴
大 

 
 
→

至
清
朝
，
宗
祠
已
遍
天
下 

 
 
→

宋
儒
倡
議
的
新
宗
族
，
開
始
成
為
庶
民
社
會
效
法
的
現
象 

 
 

 

Ｂ
明
世
宗
順
應
民
情
，
始
准
人
民
祭
祀
始
祖
、
建
祠
立
廟 

 

 
 

 

平
民
只
能
私
設
神
龕
，
且
限
制
追
祭
世
代 

 

Ａ
明
朝
中
葉
以
前
，
唯
有
高
級
官
僚
可
立
家
廟
，  

１
民
間
廣
設
宗
祠 

●
補
充
：
族
正
制
，
始
自
雍
正
年
間
，
凡
有
聚
族
而
居
者
，
選
擇
族
中
有
品
望
者
一
人
為
族
正
，
職
責
在
於
查
劾
族
人
之
良
莠
。 

 

Ｃ
政
府
對
宗
族
採
取
既
用
之
又
限
之
的
策
略
，
使
宗
族
必
須
配
合
政
府
政
令 

 
Ｂ
乾
隆
時
便
為
此
取
消
族
正
制 

 
Ａ
促
進
宗
族
勢
力
發
展
，
彼
此
矛
盾
遽
增
，
甚
而
出
現
宗
族
械
鬥 

４
族
權
強
化
的
影
響
與
政
府
的
因
應 

 

及
退
休
或
臨
時
在
籍
鄉
居
的
官
員
。
具
士
紳
身
分
者
，
除
各
種
禮
儀
榮
耀
外
，
也
享
有
減
免
稅
賦
和
徭
役
，
以
及
特
殊
司
法
待
遇
。 

●
補
充
：
士
紳
，
指
取
得
科
舉
功
名
者
（
包
括
舉
人
或
在
官
學
讀
書
的
生
員
），
或
者
透
過
捐
納
、
軍
功
、
荐
舉
獲
得
官
職
或
虛
銜
者
，  

 

Ｂ
士
紳
常
為
官
員
謀
策
，
協
助
推
行
政
務
，
也
會
基
於
地
方
利
益
向
官
員
爭
取 

→
 

介
於
官
與
民
之
間
的
特
殊
階
層 

 

Ａ
宗
族
領
袖
常
見
由
士
紳
擔
任
，
其
地
位
來
自
中
央
所
授
功
名
，
有
官
方
給
予
的
特
權
，
但
實
質
上
又
是
民
間
社
會
領
袖 

３
士
紳
與
宗
族
： 

 

Ｂ
清
朝
：
族
長
各
項
權
利
編
纂
入
律 

→
 

使
之
得
到
法
律
確
認
與
保
障 

 

Ａ
明
朝
：
官
方
賦
予
族
長
部
分
仲
裁
權
，
批
准
族
規 

→
 

強
化
族
長
權
威 

２
統
治
者
的
立
場
：
加
強
宗
族
對
族
屬
的
控
制
，
有
助
於
穩
定
統
治 

１
明
清
時
期
宗
族
普
遍
，
各
宗
族
家
法
族
規
大
多
是
強
調
儒
家
禮
教
規
定
，
也
要
求
族
人
遵
守
法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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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助組織 經濟合作組織 
祕密結社 

倉儲組織 養老濟貧組織 行業性的結社 商幫 

 
 

而
是
一
種
儲
糧
制
度
。
糧
食
由
勸
募
而
來
，
可
堆
藏
於
祠
堂
廟
宇
之
中
。 

 

●
補
充
：
社
倉
，
中
國
各
地
儲
糧
備
荒
的
行
為
由
來
已
久
，
但
朱
熹
所
創
辦
的
社
倉
已
不
是
指
特
定
的
某
個
糧
倉
， 

 

Ａ
避
免
農
民
因
高
利
借
貸
造
成
生
活
困
窘 

 
 

Ｂ
有
助
於
饑
荒
賑
貸
、
鄉
里
安
寧 

３
發
展
：
南
宋
朱
熹
創
立
社
倉
，
將
來
自
地
方
政
府
或
鄉
里
富
家
的
糧
穀
以
低
利
借
貸
給
農
民 

 
 

 
 

 

待
糧
價
上
漲
時
，
則
將
之
出
售
以
平
抑
糧
價
。
若
遇
災
荒
，
也
可
將
所
儲
備
之
糧
食
用
於
救
災
。 

●
補
充
：
常
平
倉
，
源
自
西
漢
，
是
指
當
市
場
上
糧
價
低
賤
時
，
政
府
向
農
民
收
購
糧
食
儲
備
；  

２
目
的
：
儲
糧
備
荒
，
如
常
平
倉
、
義
倉
等 

 

１
性
質
：
傳
統
社
會
因
應
自
然
災
害
致
使
人
民
無
以
為
生
之
時
，
所
發
起
的
一
種
救
濟
制
度 

４
清
朝
時
，
此
類
善
會
更
加
多
樣
化
，
善
舉
領
域
廣
泛 

 
→

這
類
慈
善
活
動
後
來
發
展
成
常
設
安
養
機
構
，
稱
為
「
普
濟
堂
」 

３
明
朝
時
，
曾
出
現
新
興
的
民
間
慈
善
組
織
「
同
善
會
」，
湊
集
善
款
，
從
事
濟
貧
善
行 

２
北
宋
時
，
下
詔
各
州
設
置
「
廣
惠
倉
」，
濟
助
城
市
老
幼
貧
疾
無
法
自
存
，
又
沒
有
機
構
收
容
者 

１
南
北
朝
以
來
，
政
府
設
立
救
濟
老
幼
貧
疾
的
機
構 

３
「
公
所
」：
清
朝
時
，
同
行
競
爭
激
烈
，
為
調
和
同
業
糾
紛
，
業
者
自
行
組
設
公
所
，
制
定
行
規 

 
 
→

影
響
：
也
出
現
事
業
獨
占
與
市
場
壟
斷 

２
行
會
功
能
：
可
奉
官
府
之
命
徵
課
或
收
購
物
資
，
也
可
訂
立
行
規
，
規
範
各
種
交
易
行
為 

 
 

至
宋
朝
時
，
取
消
市
坊
分
離
的
限
制
，
便
進
而
發
展
出
「
行
會
」，
類
似
現
代
的
同
業
公
會
組
織
。 

 

「
行
」
原
是
指
專
營
某
種
商
品
的
店
鋪
。
唐
朝
時
，
因
市
坊
分
離
的
制
度
，
經
營
同
類
的
工
商
業
者
便
集
中
在
一
起
。 

●
補
充
：「
行
會
」： 

１
起
源
：
最
早
是
由
宋
朝
形
成
的
「
行
會
」 

 
 

 
 

 
 

成
為
國
家
金
融
體
制
的
重
要
基
礎 

 
 
→

 

清
朝
時
，
晉
商
遍
布
各
地
的
票
號
， 

４
例
子
：
以
經
營
錢
莊
、
票
號
聞
名
的
山
西
晉
商 

 

 
 
→

 

凝
聚
團
結
，
發
展
人
際
及
貿
易
網
絡 

３
「
會
館
」：
成
員
集
資
在
各
重
要
城
鎮
建
立
據
點 

 

 
 

從
事
全
國
性
貿
易
活
動 

２
多
以
同
鄉
關
係
結
幫
經
商
，
採
合
夥
經
營
方
式
，  

 
 

為
解
決
經
商
風
險
，
形
成
商
人
集
團 

 

１
背
景
：
遠
程
貿
易
興
盛
，
活
躍
於
全
國
的
大
商
人
增
加
， 

●
明
清
時
期
基
於
地
緣
關
係
而
組
成 

 

Ｂ
被
視
為
非
法
組
織
，
無
法
公
開
活
動 

 

Ａ
行
事
隱
密
，
具
有
反
政
府
意
識 

５
其
他
秘
密
結
社
：
青
幫 

 

 
 

 
 

 

如
孫
中
山
（
名
文
，
號
逸
仙
）
在
海
外
鼓
吹
革
命
時
，
為
爭
取
支
持
，
即
曾
加
入
該
組
織
。 

●
補
充
：
致
公
堂
源
自
天
地
會
分
舵
，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時
成
立
於
美
國
。
其
對
清
末
革
命
活
動
涉
入
甚
深
，  

 

Ｃ
清
末
民
初
革
命
運
動
即
有
這
些
組
織
的
活
動
身
影 

 

Ｂ
發
展
：
勢
力
範
圍
擴
散
，
形
成
人
群
聯
繫
網
絡
，
也
逐
漸
發
展
出
分
支
組
織
，
如
三
合
會
、
致
公
堂 

 
 

（
２
）
有
不
少
人
因
生
活
於
社
會
底
層
的
困
難
而
加
入
，
尋
求
支
援
與
情
感
慰
藉
，
具
有
社
會
互
助
性
質 

 
 

（
１
）「
反
清
復
明
」
為
成
立
的
主
要
宗
旨
，
與
「
天
地
會
」
淵
源
甚
深 

 

Ａ
起
源
：
有
兩
種
說
法 

４
興
起
於
清
朝
的
洪
門
： 

 

Ｂ
生
存
競
爭
激
烈
，
社
會
矛
盾
嚴
重
，
藉
此
彼
此
合
作
，
互
助
牟
利 

 

Ａ
基
於
對
統
治
者
不
滿
的
共
同
情
緒
，
以
結
社
方
式
集
合
群
體
力
量
，
反
抗
政
府
壓
迫 

３
原
因
： 

２
特
點
：
有
高
度
隱
密
性
，
入
會
者
不
輕
易
透
露
自
身
或
他
人
身
分
，
甚
至
以
盟
誓
手
段
，
要
求
加
入
者
發
誓
保
守
組
織
祕
密 

１
性
質
：
非
公
開
活
動
的
社
會
組
織
，
成
員
以
異
姓
結
拜
方
式
加
入
，
以
兄
弟
相
稱
，
但
在
組
織
中
仍
各
有
不
同
的
位
階
或
職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