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宋豔梅：女，1980 年生，山西高平人，現為常熟理工學院副教授。2002 年本科畢業於山西大學，

獲歷史學學士學位，同年保送攻讀本校碩士研究生，2005 年獲山西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2008
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曾先後在《內蒙古社會科學》、《蘭

州學刊》、《山西檔案》、《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十餘篇，參與合著《中國國

號的故事》一部。獨立承擔教育部課題一項，省廳課題二項。

提    要

拙著將關中郡姓的研究上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詳細梳理了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

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六大家族的遷徙過程，考察他們在南北東西各個政權和不

同寓居地域的興衰發展，綜合分析家族發展與地域社會的密切關係。書稿共約八章，第一、二

章總體揭示關中郡姓內涵、探究關中郡姓所繫六大家族士族地位的形成。第三章至第七章以家

族遷徙為線索，詳細梳理每個家族的遷徙過程和興衰發展。第八章則在個案考察的基礎上綜合

分析遷徙對家族發展及地域社會的影響，討論家族發展與地域社會的密切關係。

拙著以社會學、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視角與方法深入到魏晉南北朝家族史研究中，將生存空

間納入家族史研究視野。以家族個案遷徙過程為基礎，以遷出地、遷入地作為兩大地域維度，

通過分析不同地域背景下的家族興衰成敗，探尋地域社會對家族發展的影響；比較移居他鄉的

家族與留居原地的家族或房支在不同的地域社會環境所呈現的不同發展模式；考察不斷遷徙的

家族在遷出地與遷入地的社會文化溝通、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

該研究不僅有助於深入認識魏晉南北朝家族發展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可以推

動不同地區家族房支之間共相與殊相的比較研究，克服目前個案研究林立而不能很好地進行不

同區域家族比較研究的困境，進而逐漸走出現在家族史研究中的程序化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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