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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 

姓氏分布关系研究 

吴根洲
1
 

(南昌大学 教育发展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清代江西 1887 名进士的县域、姓氏分布都很不均衡。79 个县域可聚类为进士巨县、进士大县、进

士中县、进士小县,183个姓氏可聚类为进士巨姓、进士大姓、进士中姓、进士小姓。某县域某姓氏进士可聚类为巨

姓进士、大姓进士、中姓进士、小姓进士。清代江西进士县域类型与其进士姓氏分布的关系非常密切。进士巨县和

进士大县依赖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而存在,但又离不开中姓进士和小姓进士的贡献。中姓进士对进士中县的形成具

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仅有两个进士中县拥有大姓进士。全部进士小县既无大姓进士,也无巨姓进士。大姓进士和巨姓

进士主要来自进士大姓和进士巨姓,略少于 1/3来自进士中姓和进士小姓,说明这些姓氏的进士在少数县域存在明显

的集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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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家族与科举功名区域分布是明清科举研究的两个重要主题,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鲜有研究。科举家族研究以辽宁大学

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1]最为知名。绝大多数科举家族研究成果以某个科举家族为对象,以省域为范围的科举家族研究成果相

对较少,主要有蔡惠茹的《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及其成因》[2](P28-34)、刘明坤的《明清云南科举家族刍议》[3](P35-47)、陈尚

敏的《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概念、内容与史料》[4](P30-36)等。进士家族是科举家族中的重要类别,但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

有张杰的《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5](P37-49)、郭培贵的《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6](P144-149)、郭九灵和李林霞的

《金代山西地区进士家族研究》[7](P29-33)、夏汉宁和黎清的《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8](P96-103)、刘京臣的《大数据

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以余姚进士家族为中心》
[9](P101-113)

等。科举功名区域分布的研究成果较多,进士的县域分布是科举功

名区域分布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已有研究局限于各县域进士的数量。探讨进士县域分布与进士家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关系,是

对科举家族、科举功名区域分布两大研究主题的深入,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仅有关于某省进士姓氏分布的少量研究成

果,如刘陆军的《明清河南进士群体姓氏分布及鼎甲者分布小计——〈河南明清进士群体文献研究〉之三》[10](P34-36)、盛菊和刘佰

合的《清代安徽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
[11](P54-58)

、古喜喜和贾伟的《清代陕西进士群体姓氏的时空分布研究》
[12](P22-26)

等。判定同

一姓氏的进士中哪些同属进士家族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挑战。这项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分别理出某县同一姓

氏进士的数量;第二步是确认某县同一姓氏的进士分属几个家族,哪些家族可以称为进士家族。本研究即是围绕工作的第一步展

开,以清代江西进士为例探讨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的关系。 

一 清代江西进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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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因明制,江西 13个府分领 1个州、77个县,共 78个县级行政区。整个清代,江西行政区划变动极小。乾隆八年(1743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统二年(1910年)分别增设莲花厅、虔南厅、上栗市厅、铜鼓厅。吉安府与

广信府在清初均有永丰县。雍正九年(1731 年),广信府永丰县更名为广丰县;乾隆十九年(1754 年),赣州府属的宁都县升为宁都

直隶州;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赣州府属的定南县改设定南厅;嘉庆六年(1801 年),南昌府属的宁州更名为义宁州[13](P283-293)。因

此,清末江西 13个府、1个直隶州,分领 5个厅、1个州、75个县,包括宁都直隶州(直辖区域)在内,清末江西共有 82个县级行政

区。上栗市、铜鼓等 2个厅设立时科举制度已经废止,虔南厅在科举制度废止前 2年设立,也并无进士产生。因此,本研究中的清

代江西县域指除上述 3个厅之外的 79 个县级行政区:1 个直隶州宁都州(含宁都县),1 个散州义宁州(含宁州),2 个厅莲花厅、定

南厅(含定南县),75个县。其中广信府永丰县、广丰县均以广丰县计。 

(一)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 

清代江西共 1887名进士[14](P120),每县域平均有 23.89名进士。22 个县域超过平均数,共有 1274名进士,占 67.51%;57个县域

不足平均数,共有 613 名进士,占 32.49%。超过半数的进士分布在南昌、新建、南丰、南城、奉新、新城、德化、临川、金溪、

安福、新昌、鄱阳等数量最多的 12个县域,共有 945 名进士,占清代江西进士的 50.08%。长宁等 5个县各仅有 4 名进士,定南等

4个县域各仅有 3名进士,安远、新喻、兴安等 3个县各仅有 1名进士。进士数量最少的这 12个县域共有进士 35名,仅占清代江

西进士的 1.85%。由此可见,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很不均衡。 

按照进士数量维度对清代江西 79 个县域进行聚类,结果分为 4 类。南昌、新建、南丰、南城、奉新等 5 个县的进士数量均

达到 90名或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县域。新城等 12个县域的进士数量区间为 36—76,崇仁等 29个县域的进士数量区间为 13—27,

星子等 33个县域的进士数量区间为 1—12。4类县域按照进士数量区间从高至低,可分别称为进士巨县、进士大县、进士中县、

进士小县。见表 1。 

表 1清代江西进士县域聚类结果一览表 

县域

类型 
县域名称 

数

量 

进士

巨县 
南昌、新建、南丰、南城、奉新 5 

进士

大县 
新城、德化、临川、金溪、安福、新昌、鄱阳、高安、丰城、庐陵、宜黄、清江 12 

进士

中县 

崇仁、萍乡、湖口、吉水、广昌、彭泽、都昌、宁都、赣县、铅山、分宜、永新、广丰、进贤、泰和、武宁、安

义、建昌、浮梁、乐平、玉山、新淦、宜春、龙南、万载、兴国、义宁、上高、永丰 
29 

进士

小县 

星子、东乡、贵溪、泸溪、南康、瑞昌、上饶、德兴、石城、莲花、弋阳、大庾、德安、靖安、信丰、雩都、会

昌、余干、安仁、峡江、万年、长宁、崇义、龙泉、上犹、永宁、定南、乐安、瑞金、万安、安远、新喻、兴安 
33 

 

如表 2 所示,清代江西进士小县、进士中县多,进士大县、进士巨县少。进士巨县、进士大县、进士中县等 3 种类型县域的

进士数量比较接近,均约占清代江西进士的 3/10,进士小县则约占 1/10。县域数量约占 1/5 的进士巨县与进士大县,进士数量约

占 3/5;县域数量约占 4/5 的进士中县与小县,进士数量约占 2/5。不同类型县域平均每县域进士的数量也呈现出明显差别:进士

巨县的进士平均数量超过 100名,进士大县平均接近 50名,进士中县平均不足 20名,进士小县则平均仅约 6名。 

(二)清代江西进士姓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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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西 1887名进士共覆盖 183个姓氏,各姓氏平均有 10.31名进士。其中,48个姓氏的进士数量高于平均数,共有进士 1425

名;135 个姓氏的进士数量低于平均数,共有进士 462 名。即清代江西约 1/4(26.23%)的姓氏拥有进士总量的约 3/4(75.52%)。与

县域分布类似,清代江西进士的姓氏分布同样很不均衡。如表 3所示,3个姓氏的进士数量遥遥领先,均在 90名以上,45个姓氏则

分别仅有 1名进士。 

表 2清代江西分县域类型进士相关数据统计表 

县域类型 县域数量 进士数量 县域平均进士数量 所占比例/% 

进士巨县 5 548 109.60 29.04 

进士大县 12 598 49.83 31.69 

进士中县 29 539 18.59 28.56 

进士小县 33 202 6.12 10.71 

合计 79 1887 23.89 100.00 

 

表 3清代江西各姓氏进士数量分布表 

进士数量 姓氏数量 进士总数 所占比例/% 进士数量 姓氏数量 进士总数 所占比例/% 

1 45 45 2.38 21 1 21 1.11 

2 22 44 2.33 22 2 44 2.33 

3 12 36 1.91 23 1 23 1.22 

4 19 76 4.03 25 1 25 1.33 

5 11 55 2.91 26 3 78 4.13 

6 3 18 0.95 29 1 29 1.54 

7 7 49 2.60 32 1 32 1.70 

8 8 64 3.39 42 1 42 2.23 

9 5 45 2.38 44 2 88 4.66 

10 3 30 1.59 46 2 92 4.88 

11 3 33 1.75 50 1 50 2.65 

12 5 60 3.18 54 1 54 2.86 

13 4 52 2.76 55 1 55 2.91 

14 2 28 1.48 60 1 60 3.18 

15 1 15 0.80 69 1 69 3.66 

17 4 68 3.60 96 1 96 5.09 

18 2 36 1.91 97 1 97 5.14 

19 2 38 2.01 100 1 100 5.30 

20 2 40 2.12 合计 183 1887 100.00 

 

对清代江西 183 个姓氏的进士数量进行聚类也分为 4 种类型:拥有 96—100 名进士的姓氏共有李、刘、黄等 3 个,可称为进

士巨姓;拥有 42—69名进士的姓氏共有10个,可称为进士大姓;拥有 17—32名进士的姓氏共有 20个,可称为进士中姓;拥有 1—15

名进士的姓氏共有 150个,可称为进士小姓。见表 4。其中,仅有 1名进士的 45个进士小姓也可另称为进士单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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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清代江西进士分姓氏类型相关数据一览表 

姓

氏

类

型 

姓氏

数量 
姓氏及进士数量 

进

士

巨

姓 

3 李,100;刘,97;黄,96 

进

士

大

姓 

10 陈,69;王,60;张,55;徐,54;周,50;吴、熊,46;彭、杨,44;胡,42 

进

士

中

姓 

20 
朱,32;罗,29;程、谢、赵,26;邓,25;蔡,23;涂、万,22;欧阳,21;饶、曾,20;鲁、汪,19;郭、邹,18;曹、傅、何、

余,17 

进

士

小

姓 

150 

宋,15;萧、袁,14;陶、魏、严、郑,13;甘、高、夏、叶、钟,12;江、许、章,11;卢、邱、汤,10;雷、廖、聂、舒、

喻,9;丁、杜、赖、吕、梅、潘、裘、谭,8;戴、段、方、洪、伍、姚、詹,7;华、金、龙,6;龚、梁、毛、阮、帅、

唐、辛、晏、易、应、游,5;崔、董、樊、冯、干、顾、管、贺、康、蓝、林、凌、漆、任、沈、苏、温、颜、俞,4;

艾、符、骆、盛、石、史、文、习、燕、扬、尹、祝,3;包、单、范、葛、蒋、揭、解、孔、匡、况、黎、连、马、

闵、裴、钱、荣、孙、幸、鄢、宗、左,2;敖、鲍、毕、边、超、晁、巢、车、谌、储、笪、但、费、淦、关、韩、

纪、焦、柯、旷、勒、乐、冷、柳、陆、缪、倪、欧、秦、上官、施、滕、田、童、席、项、邢、胥、阎、羊、

阳、于、查、支、衷,1 

 

二 清代江西各姓氏进士县域分布 

清代江西 183个姓氏分别拥有 1—100名数量不等的进士。那么,具体到 79个县域,各县域的进士覆盖多少姓氏?不同姓氏的

进士数量又如何?体现哪些特征? 

(一)各县域进士的姓氏构成 

进士数量指某县域有多少名进士,姓氏数量指某县域有多少个产生了进士的姓氏。如表 5所示,从整体上来看,某县域进士数

量越多,其姓氏数量一般也越多:进士巨县的姓氏数量均高于其余各县,在其内部,南昌的进士数量与姓氏数量均为最多,而奉新

均为最少;进士大县的姓氏数量区间为 16—26,进士中县仅有萍乡、崇仁的姓氏数量位于该区间;其余 27 个进士中县的姓氏数量

区间为 6—14;进士中县与进士小县的姓氏数量则有较大范围的重合。各县域各姓氏平均进士数量为 2.07 名。21 个县域超过平

均数,包括全部 5个进士巨县与 10个进士大县、6个进士中县;58个县域低于平均数,仅有 2个进士大县。直观而言,南丰、奉新、

新城、安福、高安、分宜、安义等县域的姓氏数量与进士数量相邻县域相比明显偏少,南城、金溪、丰城、萍乡、上高等县域的

姓氏数量与进士数量相邻县域相比明显偏多。当某县域进士数量与姓氏数量相同时,该县域进士各姓氏均仅有 1 名进士,该类县

域共有 12个,均属进士小县,其中瑞昌 9 名进士覆盖了 9 个姓氏,信丰、余干次之,分别为 7、6。严格地说,清代江西各县域的进

士数量与该县域进士姓氏数量并未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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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清代江西各县域进士数量与姓氏数量一览表 

县

域

名

称 

进士

数量 

姓

氏

数

量 

平均每

姓氏进

士数量 

县

域

名

称 

进

士

数

量 

姓

氏

数

量 

平均每

姓氏进

士数量 

县

域

名

称 

进

士

数

量 

姓

氏

数

量 

平均每

姓氏进

士数量 

县

域

名

称 

进士

数量 

姓氏

数量 

平均每

姓氏进

士数量 

南

昌 
135 47 2.87 

吉

水 
25 14 1.79 

龙

南 
14 10 1.40 

信

丰 
7 7 1.00 

新

建 
128 44 2.91 

广

昌 
24 11 2.18 

万

载 
14 9 1.56 

雩

都 
7 5 1.40 

南

丰 
99 28 3.54 

彭

泽 
23 14 1.64 

兴

国 
14 7 2.00 

会

昌 
6 5 1.20 

南

城 
96 36 2.67 

都

昌 
22 14 1.57 

义

宁 
14 6 2.33 

余

干 
6 6 1.00 

奉

新 
90 27 3.33 

宁

都 
21 10 2.10 

上

高 
13 10 1.30 

安

仁 
5 5 1.00 

新

城 
76 20 3.80 

分

宜 
20 8 2.50 

永

丰 
13 7 1.86 

峡

江 
5 5 1.00 

德

化 
62 26 2.38 

赣

县 
20 14 1.43 

星

子 
12 9 1.33 

万

年 
5 4 1.25 

临

川 
61 25 2.44 

铅

山 
20 14 1.43 

东

乡 
11 10 1.10 

长

宁 
4 4 1.00 

金

溪 
54 26 2.08 

永

新 
19 9 2.11 

贵

溪 
10 8 1.25 

崇

义 
4 4 1.00 

安

福 
49 17 2.88 

广

丰 
18 10 1.80 

泸

溪 
10 9 1.11 

龙

泉 
4 4 1.00 

新

昌 
48 22 2.18 

进

贤 
18 11 1.64 

南

康 
10 6 1.67 

上

犹 
4 3 1.33 

鄱

阳 
47 22 2.14 

泰

和 
18 13 1.38 

德

兴 
9 7 1.29 

永

宁 
4 3 1.33 

高

安 
46 16 2.88 

武

宁 
18 10 1.80 

瑞

昌 
9 9 1.00 

定

南 
3 2 1.50 

丰

城 
43 25 1.72 

安

义 
17 7 2.43 

上

饶 
9 7 1.29 

乐

安 
3 2 1.50 

庐

陵 
38 18 2.11 

建

昌 
17 10 1.70 

石

城 
9 6 1.50 

瑞

金 
3 2 1.50 

宜

黄 
38 16 2.38 

浮

梁 
16 10 1.60 

莲

花 
8 5 1.60 

万

安 
3 3 1.00 

清

江 
36 18 2.00 

乐

平 
16 9 1.78 

弋

阳 
8 6 1.33 

安

远 
1 1 1.00 

崇

仁 
27 16 1.69 

玉

山 
16 12 1.33 

大

庾 
7 4 1.75 

兴

安 
1 1 1.00 

萍 27 20 1.35 新 15 10 1.50 德 7 4 1.75 新 1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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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淦 安 喻 

湖

口 
25 13 1.92 

宜

春 
15 11 1.36 

靖

安 
7 4 1.75 

合

计 
1887 913 2.07 

 

与前述进士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 4 种进士姓氏类型不同,某县域某姓氏进士数量聚为 4 类,分别称为小姓

进士、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小姓进士指某县域某姓氏拥有 1—2 名进士,共 700 例,合计 870 名进士;中姓进士指某

县域某姓氏拥有 3—6名进士,共 177例,合计 682名进士;大姓进士指某县域某姓氏拥有 7—12名进士,共 32例,合计 274名进士;

巨姓进士指某县域县某姓氏至少拥有 14 名进士,共 4 例,合计 61 名进士。在小姓进士中,某县某姓氏若仅有 1 名进士,可称为单

姓进士。清代江西 79 个县域均存在单姓进士,共计 530 例,这些姓氏中既有进士单姓,也有李、刘、黄等进士巨姓。小姓进士的

进士数量均低于平均值(2.07 名),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的进士数量则均高于平均值。某县域某姓氏仅有 9 例超过 10

名进士,临川李姓进士数量最多,为 17名,南丰刘姓进士次之,为 16名。 

清代江西小姓进士出现频次达 76.67%,进士数量合计接近清代江西进士的 1/2;中姓进士出现频次明显降低,但进士数量所占

比例仍超过 1/3;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的出现频次与进士数量均依次明显降低。见表 6。总之,随着某县域某姓氏进士数量的增加,

出现频次相应地逐渐减少,然而,出现频次不足 1/4的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贡献的进士数量却超过了 1/2。 

表 6清代江西某县域某姓氏进士数量相关信息统计表 

进士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出现频次 530 170 86 48 26 17 10 8 7 

合计数量 530 340 258 192 130 102 70 64 63 

合计比例/% 28.09 18.02 13.67 10.17 6.89 5.41 3.71 3.39 3.34 

进士数量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出现频次 2 3 2 0 2 0 1 1 913 

合计数量 20 33 24 0 28 0 16 17 1887 

合计比例/% 1.06 1.75 1.27 0.00 1.48 0.00 0.85 0.90 100.00 

 

(二)各姓氏类型进士的县域分布 

进士家族的进士数量下限一般为 2名
[6](P145)

。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中出现进士家族的概率比较高;中姓进士的进士数量为 3—6

名,出现进士家族的概率则相对比较低。如前所述,小姓进士虽然出现的频次非常高,但进士数量仅为 1 名或 2 名,很难出现进士

家族,530例单姓进士在理论上不会存在进士家族。因此,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的县域分布。 

如表 7所示,清代江西共有 4例巨姓进士、32例大姓进士。3个进士巨姓和除了张姓之外的 9个进士大姓贡献了 3例巨姓进

士、22例大姓进士,合计 25例。朱、程、赵、涂、曹等 5个进士中姓分别贡献了 1 例大姓进士,鲁姓则贡献了 1例巨姓进士,合

计 6例。宋、甘、夏、汤、裘等 5个进士小姓分别贡献了 1例大姓进士。李、刘、黄等 3个进士巨姓不仅分别贡献了 2例、3例、

2例大姓进士,还分别贡献了 1例巨姓进士。总体而言,超过 2/3的大姓进士、巨姓进士来自进士巨姓和进士大姓,但也有不足 1/3

的大姓进士、巨姓进士来自进士中姓和小姓。 

综合分析表 1与表 7 可以发现:一方面,进士巨县南丰和进士大县新城、临川包揽了 4例巨姓进士,5 个进士巨县均有大姓进

士,除了金溪、临川,其余 10个进士大县均有大姓进士,与之相反,进士小县无一例外均既无大姓进士,也无巨姓进士,即使进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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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的进士小县(12名,星子)也不例外;另一方面,32例大姓进士和 4例巨姓进士,进士巨县有 16例,覆盖了南昌、新建、南丰、

南城、奉新等 5 个进士巨县,进士大县有 18 例,覆盖了除金溪之外的 11 个进士大县,仅有 2 例分属进士中县吉水、都昌。因此,

从姓氏角度来看,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主要来自进士巨姓和进士大姓;从县域角度来看,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几乎全部集中于进

士巨县和进士大县。这说明清代江西进士的县域集聚程度与进士姓氏的县域集聚存在密切关系。 

表 7清代江西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县域分布表 

类型 姓氏 大姓进士所属县域及数量 巨姓进士所属县域及数量 

进士巨姓 李 德化 8;吉水 7 临川 17 

 
刘 安福 9;庐陵 8;新昌 8 南丰 16 

 
黄 宜黄 10;都昌 7 新城 14 

进士大姓 陈 新城 7 - 

 
王 安福 9;南城 7 - 

 
张 - - 

 
徐 奉新 11;丰城 7 - 

 
周 鄱阳 9 - 

 
吴 南昌 9;南丰 7 - 

 
熊 南昌 9;高安 8;新昌 7 - 

 
彭 南昌 9 - 

 
杨 清江 10;新城 7 - 

 
胡 新建 8 - 

进士中姓 朱 高安 7 - 

 
程 新建 7 - 

 
赵 南丰 12 - 

 
涂 新城 8 - 

 
鲁 - 新城 14 

 
曹 新建 9 - 

进士小姓 宋 奉新 11 - 

 
甘 奉新 12 - 

 
夏 新建 11 - 

 
汤 南丰 8 - 

 
裘 新建 8 - 

 

三 清代江西各县域进士姓氏的构成特征 

清代江西 1887名进士在各县域分属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 4种类型。具体分析各县域的进士姓氏所属

类型如何,或者说各县域进士在姓氏维度上的构成特征如何,是剖析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关系的关键点。 

(一)各县域进士的姓氏构成类型 

县域进士的姓氏构成类型是指县域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的组合,理论上共有 15 类(1)。实际上,清代江

西县域进士姓氏构成类型仅出现了 6 类,如表 8 所示,分别以 A、B、C、D、E、F 指代。6 类县域的数量和进士数量均差别较大,



 

 8 

全部由小姓进士与中姓进士构成的 B类县域数量最多,A类次之,D类又次之;D类县域的进士数量最多,B类次之,A类又次之;C类、

E类、F类县域的数量或为 1或为 2,相应的进士数量也较少。 

表 8清代江西各县域进士姓氏类型构成一览表 

类型 进士数量 县域数量 小姓进士 中姓进士 大姓进士 巨姓进士 

A 155 27 √ × × × 

B 593 34 √ √ × × 

C 22 1 √ × √ × 

D 881 14 √ √ √ × 

E 61 1 √ √ × √ 

F 175 2 √ √ √ √ 

合计 1887 79 79 51 16 3 

 

注:“√”表示该类县域均存在相应的进士姓氏类型;“×”表示均不存在相应的进士姓氏类型。 

6类县域的平均进士数量也存在明显差别:A类(5.74名)、B类(17.44名)、C类(22.00名)县域的进士平均数量均低于 79个

县域平均值(23.89名);D类(62.93名)、E 类(61.00 名)和 F类(87.50名)县域的进士平均数量均高于 79个县域的平均值。6 类

县域均有小姓进士,前 3类县域由一或两类姓氏进士构成,后 3类县域的进士均在小姓进士和中姓进士的基础上,拥有大姓进士或

巨姓进士,或两者兼有。所以,某县域进士姓氏类型越多,对该县域进士数量的贡献合力也就越大,相应地,成为进士大县、进士巨

县的概率就越大。D类、E类、F类共 17个县域,囊括了 5个进士巨县和除金溪之外的 11个进士大县,仅有吉水属进士中县。 

如前所述,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出现进士家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文重点分析 C 类、D 类、E 类、F 类 4类县域。如表 9所

示,C 类都昌为进士中县,14 个姓氏贡献了 22 个进士,其中黄姓进士 7 名,为大姓进士的下限,其余 13 个姓氏合计贡献了 15 名进

士,均属小姓进士;E类临川为进士大县,25个姓氏贡献了 61个进士,其中李姓进士 17名,为巨姓进士,其余 44名进士均为小姓进

士和中姓进士。李、黄两个姓氏在清代江西则均为进士巨姓。 

14 个 D类县域有 25 例大姓进士,其中李、刘、黄等 3 个进士巨姓分别贡献了 2 例、3例、1例,王、徐、周、吴、熊、彭、

杨、胡等 8个进士大姓(无陈、张)分别贡献了 2例、2例、1例、1例、3例、1例、1例、1例,7个进士中姓与进士小姓分别贡

献了 1例。在 14个 D类县域之间,大姓进士贡献的进士数量与所占比例均有很大差异:新建的大姓进士数量是南城、丰城的 6.14

倍,奉新、安福、新建的大姓进士贡献率均超过 1/3,丰城、德化、南城则均不足 1/6,奉新的大姓进士贡献率是南城的 5.18倍。 

2个 F类县域的 6例大姓进士涉及 3个进士大姓(陈、吴、杨),2个进士中姓(赵、涂),1个进士小姓(汤);3例巨姓进士涉及

2个进士巨姓(刘、黄),1个进士中姓(鲁)。F类县域大姓进士、巨姓进士的数量与所占比例均非常高,两类进士数量均超过 40名,

所占比例均超过 40%,新城的两个数据分别高达 50名、65.79%。 

表 9 C类、D类、E类、F类县域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情况表 

县域类型 
县域及进士数

量 
大姓进士 

大姓进士数

量 

大姓进士比例

/% 

巨姓进

士 

巨姓进士数

量 

巨姓进士比例

/% 

C类 
进士中

县 
都昌 22 黄 7 31.8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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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巨

县 
南昌 135 彭、吴、熊 27 20.00 0 0 0 

  
新建 128 

夏、曹、胡、裘、

程 
43 33.59 0 0 0 

  
南城 96 王 7 7.29 0 0 0 

  
奉新 90 甘、徐、宋 34 37.78 0 0 0 

D类 
进士大

县 
德化 62 李 8 12.90 0 0 0 

  
安福 49 王、刘 18 36.73 0 0 0 

  
新昌 48 刘、熊 15 31.25 0 0 0 

  
鄱阳 47 周 9 19.15 0 0 0 

  
高安 46 熊、朱 15 32.61 0 0 0 

  
丰城 43 徐 7 16.28 0 0 0 

  
庐陵 38 刘 8 21.05 0 0 0 

  
宜黄 38 黄 10 26.32 0 0 0 

  
清江 36 杨 10 27.78 0 0 0 

 

进士中

县 
吉水 25 李 7 28.00 0 0 0 

E类 
进士大

县 
临川 61 0 0 0 李 17 27.87 

F类 
进士巨

县 
南丰 99 赵、汤、吴 27 27.27 刘 16 16.16 

 

进士大

县 
新城 76 涂、陈、杨 22 28.95 黄、鲁 28 36.84 

 

(二)县域类型与进士姓氏构成类型 

如表 10 所示,A 类县域基本上为进士小县,B 类县域主要为进士中县,这说明没有大姓进士、巨姓进士,则难以成为进士大县

和进士巨县;进士小县全部属于 A 类与 B 类,这说明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的存在消除了某县域成为进士小县的可能;C

类、E 类均有 1 个县域,分别为进士中县、进士大县,均属特殊情况,大姓进士、巨姓进士的“偶然性”出现均提升了县域原有的

类型等级;D 类县域基本上为进士巨县、进士大县,2 个 F 类县域则分属进士巨县、进士大县。因此可以认为,某县域拥有大姓进

士、巨姓进士是其成为进士大县、进士巨县最主要的因素,仅有金溪无大姓进士、巨姓进士而为进士大县。通过表 10 也可以看

到 5 个特例,在全部由小姓进士构成的 A 类县域中,上高为进士中县,在全部由小姓进士和中姓进士构成的 B 类县域中,金溪为进

士大县,在由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和大姓进士构成的 D类县域中,吉水为进士中县,由小姓进士和大姓进士构成的 C类县域都昌为

进士中县,由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和巨姓进士构成的 E类县域临川为进士大县。 

表 10清代江西进士县域类型与进士姓氏构成类型关系表 

 A B C D E F 

进士巨县 0 0 0 4 0 1 

进士大县 0 1 0 9 1 1 

进士中县 1 26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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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小县 26 7 0 0 0 0 

合计 27 34 1 14 1 2 

 

(三)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存在的关系 

清代江西进士县域分布与姓氏分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1.进士巨县与进士大县依赖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而存在 

清代江西 79 个县域共有 5 个进士巨县、12 个进士大县,17 个县域共有进士 1146 名,平均每个县域有 67.41 名进士,是清代

江西县域进士平均值的 2.82倍。这 17个县域能够拥有如此多的进士,最直观的原因是拥有大姓进士、巨姓进士。南丰、新城、

临川等 3 个县包揽了仅有的 4例巨姓进士,5个进士巨县和 10个进士大县占据了 32 例大姓进士中的 30 例,临川无大姓进士但有

数量最多的巨姓进士李姓;仅有金溪 1个县域例外,既无大姓进士也无巨姓进士。与之相反,29个进士中县仅有都昌、吉水各自拥

有 1 例大姓进士,前者有 7 名黄姓进士,后者有 7 名李姓进士,均为大姓进士的数量下限。33个进士小县均既无大姓进士,也无巨

姓进士。 

2.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主要来自进士大姓与进士巨姓 

与进士大县与进士巨县关系密切的大姓进士和巨姓进士,主要来自进士大姓和进士巨姓。4例巨姓进士中的 3例分别来自李、

刘、黄等 3个进士巨姓,另 1例来自进士中姓(鲁),分布在进士巨县南丰与进士大县临川、新城。32例大姓进士中的 22例来自 3

个进士巨姓和 9 个进士大姓,10 个进士大姓中仅有张姓没有产生大姓进士;曹、程、涂、赵、朱等 5 个进士中姓和甘、裘、宋、

汤、夏等 5个进士小姓分别产生了 1例大姓进士。换言之,3/4的巨姓进士来自进士巨姓,分布在 1个进士巨县、2个进士大县;2/3

强的大姓进士来自进士巨姓和进士大姓,分布在全部 5 个进士巨县与 10 个进士大县、2 个进士中县。11 例进士中姓、进士小姓

也产生了略高于 3/10 的大姓进士、巨姓进士,其中 8 例分布在新建、南丰、奉新等 3个进士巨县,2 例分布在进士数量最多的进

士大县新城,1 例分布于进士大县高安。这说明该 11 个姓氏拥有的进士在江西并无明显集聚,但在江西的少量县域集聚且集聚程

度颇高。 

3.进士巨县与进士大县离不开中姓进士甚至小姓进士的贡献 

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进士巨县与进士大县的产生虽然依赖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的存在,但也离不开中姓进士甚至小姓进士

的贡献。从整体上来看,中姓进士、小姓进士对进士巨县的贡献率分别为 47.63%、24.27%,两者合计 71.90%,对进士大县的贡献

率分别为 34.62%、37.46%,两者合计 72.08%;换言之,进士中姓与进士小姓对进士巨县、进士大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 70%。具体到

各县域:如果剔除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5 个进士巨县中除南昌保持不变外,其余 4 个县域均降格为进士大县,但是,若剔除中姓进

士与小姓进士,新建、南丰均剩 43名进士,降格为进士大县,南昌、奉新将降格为进士中县,南城则仅剩余 7名进士降格为进士小

县;如果剔除大姓进士与巨姓进士,12个进士大县中的德化、鄱阳、丰城、临川、金溪等 5个县域保持不变,其余 7个县域均降格

为进士中县,但是,若剔除中姓进士与小姓进士,仅有新城剩余 50名进士仍为进士大县,安福、临川、新昌、高安分别剩余 18名、

17 名、15 名、15 名进士,均降格为进士中县,清江、宜黄、鄱阳、德化、庐陵、丰城等 6 个县域降格为进士小县,全部由中姓进

士与小姓进士构成的金溪,其进士数量直接降为 0。由此可见,进士中姓与进士小姓对县域类型等级的影响更大。 

4.中姓进士存在与否对进士中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如前所述,29个进士中县中仅有都昌、吉水拥有大姓进士,其余 27个进士中县均既无大姓进士,也无巨姓进士,那么中姓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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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进士中县与进士小县扮演着重要的区分作用?从整体上来看,中姓进士对进士中县的贡献率为 34.88%,而对进士小县的贡

献率仅有 12.87%,两者差别明显。在 29个进士中县中,都昌、吉水分属 C类县域、D类县域,26个属于 B类县域,即进士全部由中

姓进士和小姓进士构成,唯一的例外——上高属于 A类县域,即全部由小姓进士构成的进士中县,13名进士也是进士中县的下限。

与之相反,由中姓进士与小姓进士构成的 34个 B类县域中,除金溪以 54名进士位列进士大县外,星子、南康、石城、莲花、大庾、

德安、靖安等 7 个县域为进士小县,其余 26 个县域均为进士中县,若剔除中姓进士,这 26 个进士中县将有 17 个县域降格为进士

小县,进士大县金溪也降格为进士中县。因此,中姓进士的存在是影响县域成为进士中县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蔡惠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时间分布及其成因[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3]刘明坤.明清云南科举家族刍议[J].教育与考试,2017(6). 

[4]陈尚敏.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概念、内容与史料[J].教育与考试,2019(1). 

[5]张杰.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3). 

[6]郭培贵.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J].求是学刊,2015(6). 

[7]郭九灵,李林霞.金代山西地区进士家族研究[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8]夏汉宁,黎清.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家族[J].江西社会科学,2017(11). 

[9]刘京臣.大数据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以余姚进士家族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10]刘陆军.明清河南进士群体姓氏分布及鼎甲者分布小计——《河南明清进士群体文献研究》之三[J].牡丹江大学学

报,2008(4). 

[11]盛菊,刘佰合.清代安徽进士群体的姓氏分布[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12]古喜喜,贾伟.清代陕西进士群体姓氏的时空分布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1). 

[13]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4]毛晓阳.清代江西进士丛考[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 

注释： 

1 小姓进士构成,中姓进士构成,大姓进士构成,巨姓进士构成,4 类;小姓进士、中姓进士构成,小姓进士、大姓进士构成,小

姓进士、巨姓进士构成,中姓进士、大姓进士构成,中姓进士、巨姓进士构成,大姓进士、巨姓进士构成,6 类;小姓进士、中姓进

士、大姓进士构成,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巨姓进士构成,小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构成,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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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4类;小姓进士、中姓进士、大姓进士、巨姓进士构成,1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