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朝的宗室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金朝是一個頗為引入注意的特權階層。他們的存在並不是
孤立的，而是金代社會一個重要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金朝宗室的發展是一個多側面的過程，
有很多引入矚目的地方，理解金朝宗室的歷史，恰如其分地考察、評價宗室的管理機構、教
育科舉、政治輝煌、社會地位、婚姻關系、文化成就等，不僅有益於加深我們對歷史上宗室
制度變遷的了解，有利於我們全面的認識金朝社會，而且有助於我們用一個新的視角去看待
金朝的興衰史。本論文主體部分除緒論和結語外共分六章予以闡述：

緒論，主要介紹本論文的選題意義，梳理學術界的研究現狀，總結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並闡述本論文的研究思路與方法、創新點與難點。

第一章：金代宗室的界定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本章對金朝宗室的范圍加以界定，認為金代宗室是指始祖函普以及函普兄弟阿古乃和保

活裡的子孫。皇族在金朝還被稱為“宗室”、“內族”，不少學者還根據《三朝北盟會編》
語“其宗室皆謂之郎君”認為金朝的皇族亦被稱為“郎君”。實際上，“金朝宗室皆謂之郎
君”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認為金朝“郎君”的含義主要有兩個：一是人們對一些宗室
及非宗室貴族青年男子的稱呼；二是指在尚書省、親王府任職的從事護衛、稽查案牘、管理
紙筆以及聽從尚書省和親王府隨時差遣之事的官員和小吏。本章還更正了學界兩位學者認為
金初泰州都統婆盧火不是宗室，而是徒單婆盧火的觀點，認為婆盧火是女真人名，金朝至少
有五個婆盧火。本章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筆者所掌握的史籍，以及當時的碑誌詩文
等史料，對《金史·宗室表》做出補充與考訂，所補宗室有80餘人。

第二章：金朝宗室的任官與特權。
本章探討了金朝宗室成員的入仕途徑，主要有世襲、科舉、門蔭、軍功等，宗室由於其

特殊的身份入仕途徑比普通人的渠道更多、更寬泛，升遷的也比普通人快，入仕時還享有各
種各樣的特權。本章還探討了宗室在都元帥府、元帥府、樞密院以及三省（主要是尚書省）
六部中任職情況，考察了宗室在行政、軍事和監察等機構中的任職情況。金朝中央機構中對
宗室的任用情況，呈現出減少的趨勢，但宗室所任的職務基本都有實權。金朝前期中央重要
機構任用的基本都是宗室近支，海陵以後有不少宗室疏屬躋身重要官職，章宗以後的任用宗
室成員基本都是疏屬。宗室死後為了褒獎勛勞，優寵宗室，還對宗室贈官。宗室作為皇帝的
家族成員，一出生便注定了其有著與普通人不同的崇高地位。由於他們與統治者這層特殊的
血緣關系，他們是對王朝實行有效統治的基石，是維護王朝統治的重要力量，因此掌握著相
當的權力，尤其是宗室近支，他們的政治權力更大。

第三章：金代宗室的社會生活與經濟來源。
本章對金朝宗室的社會生活狀況進行了探討，認為宗室在入主中原以後一改傳統的“無

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同用”生活狀態，通過對漢文化接觸與學習的加深，形成了尊卑
等級，在飲食、衣著、居住等諸多方面染上了漢人皇室的奢靡之風。但是宗室生活並不完全
是“錦衣玉食”、“鐘鳴鼎食”，由於各種原因不少疏枝宗室的生活也比較窘迫。本章還探
討了宗室的經濟來源，宗室在金朝的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由於身份特殊，獲取經濟利益的
途徑也很多，主要有常規性的為官的俸祿、勛爵食邑與王俸、養贍錢糧、地租收入，以及非
常規性的皇帝賞賜、賻贈、收受賄賂、欺詐百姓、戰爭掠奪等方面的收入。宗室作為金朝一
個特殊的階層，參與創造社會財富，為金朝經濟的發展做出一定貢獻。但宗室成員在創造社
會財富、享受經濟特權的同時，也為金朝社會造成了消極的影響。他們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
和地位以及手中的權力獲得各種經濟利益，給國家造成了財政負擔，欺壓社會下層勞動者，
激化了階級矛盾。



第四章：金朝對宗室的管理與防範。
本章主要探討了金朝宗室的專門管理機構大宗正府機構設置、官員的選任和執掌，

並探討了宗室的兼管機構御史台、太常寺以及其它相關機構，這些機構與大宗府相互配
合，各司其職，各自從不同的方面行使對宗室的管理，但是由於宗室成員的特殊身份，
在實施管理時存在一定的困難。本章還對宗室成員犯罪類型、懲罰方式以及宗室犯罪處
罰的特點做出了探討，由於宗室成員與金朝統治者特殊關系，只要不涉及危害皇權的犯
罪大多“以親親之故”，怕“失親親之道”對宗室成員的犯罪“曲為全貸”、從輕處罰，
懲罰則常以精神處罰和告誡為主要處罰方式。學界認為金朝無流刑，筆者不同意這種看
法，認為至少在《金史》等書中就記載了多例宗室被處以流刑的案件。認識。
鑑於宗室的特殊身份，他們也是威脅皇權的重要因素，有金一代曾經發生過三次成功的
宗室成員篡位、謀權的事件，金朝宗室是影響其政權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此金朝統
治者採取了虛封爵位、限制任官、待遇優厚、無情殺戮、遷徙禁錮等諸多防範措施。

第五章：金代宗室的婚姻。
本章探討了金朝宗室的婚姻狀況，分別分析了宗室中帝王、公主、帝王之外男性宗

室的婚姻情況，並總結出宗室婚姻的某些特點。認為金代宗室婚姻有強烈的政治目的，
表現為宗室多與權重功高的豪門大族聯姻，收繼婚與重親為婚在金代宗室婚姻中也表現
的尤為明顯。還論述了金朝宗室的婚姻禮儀以及宗室婚姻的意義。金朝宗室與世婚大貴
族之間的累世聯姻，使他們之間結成了較穩固的利益集團，控制整個金朝社會。這與西
周實行的“同姓不婚”相似，西周只與外姓通婚，通過與異姓宗族、異姓諸侯國的婚姻
關系，使外姓承認和服從周族的最高統治，建立起穩固的聯盟，保證姬姓萬世一統的家
天下。金朝也正是通過這樣一個龐大的親屬集團鞏固著政權，以達到長治久安，這也是
宗室婚姻與其他階層婚姻的最大不同。

第六章：金代宗室的教育與文化建樹。
本章對金代宗室受教育的方式和內容加以論述，宗室子弟接受教育的途徑主要包括

入學校接受教育、設立專職教育官員、家庭內部定時或即時的教育，以及結交漢族文人
從之學習。宗室的教育內容主要是漢文化知識、道德修養和女真傳統文化、習武射獵、
治國之術等方面的教育。本章還對金代宗室文學、史學、藝術三個方面的主要成就進行
全面的梳理，並對宗室文學藝術形成的原因作出分析，認為宗室之所以能夠取得出如此
豐富的文化成就，除了金朝重視對宗室的文化教育這一最重要原因之外，統治者個人對
文化學習的大力提倡，宗室成員個人對文化知識的渴求，優越的生活條件，漢族文人的
影響等，都是宗室文化產生的重要條件。通過對金朝宗室文化成就的分析，筆者認為其
文化成就具有全面性、階段性、家族性、地域性等幾個方面的特點。金代宗室文化成就
作為女真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促進了金代文化事業的發展與進步，對金朝文化傳播、文
化交流、南北文化的交融作出了貢獻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文化成就是檢測一個
民族文化水平的最主要標准，代表女真族文化的金朝宗室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說在北方民
族所建立政權的宗室中是非常罕見的。

結 語，在前面幾章對宗室具體考察研究的基礎上，對金朝宗室的特權加以歸納、
梳理，宗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享有非宗室享受不到的特權。同時論述宗
室為金朝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給社會帶來的消極影響。還闡述了通過對金朝宗室的研究，
我認為需要確立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要分清宗室的近屬與疏屬，二是對宗室各個方面的
發展的階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