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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湖地區早在安史之亂後的唐宋時期，就因地方神明受到敕封而進入王朝秩序，及至

元末以前，不僅社會總體承平，也在經濟和社會結構方面呈現某種穩定狀態，不過紅

巾變亂，使之發生最具革命性變化。今天湖邊大族，祭祖方面呈現普遍的敘述模式：

安放在祠堂或神廟中的祖神，是個幫助朱元璋打仗立有軍功的領袖，同時也是個在明

初登記大片湖面的“戶主”，祖神與“戶主”的疊合，彰顯這個地區宗族建構同元末

動亂以後王朝通過設立河泊所整合地方機制的內在關聯。本報告討論這個問題，並以

長時段的地區開發為宏觀背景，展現宗族在這樣一個既在王朝中心，又在地方“邊

緣”社區的普及過程，以期增進對“多元統一”的社會文化秩序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