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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文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    

講者：曹樹基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日期： 2013年 9月 12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4： 15至 5:： 45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2樓 221A室 

語言：普通話 

如有查詢，敬請聯繫任建敏  

TEL:5648-8743      E-mail:hsrenjm@gmail.com 

鄱陽湖的形成及鄱陽湖區宗族的由來  

——兼論湖港草洲產權的起源  

講者：劉詩古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今天鄱陽湖的基本範圍和形態，最早應該在北宋末期至南宋中期之間才最

終形成。現今鄱陽湖周邊的大族，並非原來生活在鄡陽平原的土著，而是在這個

時期陸續從外地遷入的。這些先來的宗族最早在鄱陽湖進行漁業生產，也是後來

湖港草洲的主要承課戶。兩宋時期，由於人口稀少、湖面廣闊和資源豐富，紛爭

亦少，排他性湖面產權並無確立的必要。然而，這一時期形成的湖區捕撈和使用

習慣，卻成為了明初各族向官府“閘辦”湖池承課的初始依據。通過設立河泊所，

國家力量開始介入到湖區的管理，而民眾也以向官府承納湖課的方式正式宣示

了一種湖面權屬關係，從而基本奠定了明清乃至民國時期鄱陽湖區湖港草洲

“族有化”的產權格局。  

        2007 年，我們在浙江南部的石倉發現大量明清以來的契約文書。2009 年以後，我

們將契約文書的搜集範圍擴展至整個浙南山區以及福建。同時，我們在徽州地區和江

西鄱陽湖區，也搜集到大量契約文書。迄今為止，本系入藏的契約文書多達 32 萬件。

如此大量的契約文書的發現與研究，將改變我們對於明清以來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  

日期： 2013年 9月 12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30至 4:： 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2樓 221A室 

語言：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