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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州大店莊氏與地域社會：一個北方宗族的構建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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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南莒州，對於北方宗族研究而言，是一個值得注目的重地。例如民國《重修莒

志》卷 41、42〈民社志．氏族〉匯集山東莒州總計 196個族姓，整理各個氏族的遷

入歷程、聚居狀況以及有無族譜、家祠、族產等族人凝聚的標識，極有價值。本演講

首先依據方志的記載，概觀由這些族姓構成的宗族群體在莒州地域社會上所呈現的面

貌。再以本地的明清兩代著姓望族──大店莊氏為典型例子，分析該族所修的族譜，

辨別史實與虛構的差距，嘗試描寫一個小農家庭自明朝後期以來逐漸實現宗族建構的

興家立業過程。明朝中後期莒州宗族萌芽，雖然由於明清鼎革的混亂、清初的經濟蕭

條，宗族的發展也不免停滯，但乾嘉時期以後山東地方經濟好轉，本地宗族也再次開

始走向興盛。最後討論的課題是，在遭受咸同年間的捻亂等危機之時，莒州地域社會

如何糾合民眾、組織團練、盡力保衛家鄉，打開困難局面。這些身為地方精英的望

族，直至晚清民國時期都在地方政治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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