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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清代衍圣公世家联姻研究

孔　勇

摘　要：有清一代，衍圣公家族与其他世家之间建立起了繁密的姻亲关系，典型代表

如宛平王氏、海 宁 陈 氏 和 长 山 袁 氏。在 双 方 缔 姻 过 程 中，包 含 着 对 彼 此 门 第、宦 绩、政

声、家学等因素的多重考量，带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蕴。通过广泛联姻，衍圣公家族的

礼教精义传播于外，并从其他家族汲取文化滋养，促进了彼此融汇和发展。但世家联姻造

成的权力倚庇，亦深为统治者忌防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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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圣公”是中国传统王朝敕封孔子嫡裔的称号，始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沿至清代，

衍圣公在所享恩典、所获地位、所受瞩目等方面，均超过以往各个时期，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力。

围绕衍圣公及其家族子弟，形成了范围较广、层级较高的世姻网络，从中能够看到清代世家之间的

交往及皇权与士绅的关系等复杂问题。对此，虽已有学者做过一定研究，但多是侧重于衍圣公 “此

方”的材料，而未将结姻对象即 “彼方”的相关状况加以充分挖掘。① 本文择取清代衍圣公缔结世

姻的三个代表性家族———宛平王氏、海宁陈氏和长山袁氏作为案例，分析他们与衍圣公家族之间的

结姻历程、内在考量及所带来的影响，藉此丰富对清代衍圣公群体的认知。

一　宛平王氏：清初北方世家之间的联姻

宛平王氏系指清初显宦王崇简、王熙父子之家。王崇简 （１６０２—１６７８），字敬哉，“少颖悟，日

记数千言，尽通经史百氏书。稍长，益务为经济有用之学”②。明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中进士。清朝

建立后，以馆阁乏人，首选入翰林，授庶吉士，与修 《明实录》。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起，历秘书院

检讨、侍读、国子监祭酒、弘文院侍读学士等职。曾响应清廷之诏，疏陈前明范景文、蔡懋德等２８
位殉难忠臣，咸予褒旌。后累任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③

王崇简 官 居 枢 要 之 时，其 长 子 王 熙 也 通 过 科 考 中 第，走 上 了 仕 途 飞 腾 之 路。王 熙 （１６２８—

１７０３），字子雍，一字胥庭，号慕斋，“生而颖异，五六岁间即能诵 《孝经》《学》《庸》、两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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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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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版；孔祥林等：《孔府文化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姚金笛：《衍圣

公的婚姻及夫人之表现》，杜泽逊主编：《国学茶座》第４期，山东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４０—５３页；仝 晰 纲：《衍 圣 公 孔

胤植姻戚仝氏家族考———谱牒文献与儒学研究的一个视角》，《齐鲁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清）张茂节修，李开泰纂：（康熙）《大兴县志》卷５，《中 国 地 方 志 集 成·北 京 府 县 志 辑》第７册，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

版，第２５１页。
（清）张茂节修，李开泰纂：（康熙）《大兴县志》卷５，《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第７册，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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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三年成进士，选授国史院庶吉士。十 四 年 七 月 升 弘 文 院 学 士。当 时 其 父 王 崇 简 适 任 国 史 院 学

士，故世祖有谕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十七年，王熙以学士三年考满，加礼部尚书衔。此时

其父王崇简也已长礼部，“父子同部尚书，海内荣之，以为国家异数，王氏盛事，晚近数百年所未

有也”①。王氏父子声望之隆，终顺康两朝不衰，宛平王氏也成了清初北方著名的世家大族。

父子同相的美谈，背后隐藏着宛平王氏家族学术的启迪和传承。王熙幼时曾闻父亲讲解经史，

学业遂得飞进。王崇简第五子王燕，也曾忆述父亲的日夕教导：“晚年致政，屏绝声华，陶情坟典，

作为诗歌，旁通翰墨。稍暇，则训饬子若孙，以读书尚友为事……至今犹如提耳面诲也。”②

这种影响也传续到了王熙之子克昌身上。王克昌感念父祖学问对后世子孙的熏陶滋养，自称：
“吾家自先祖文贞公、先君文靖公，皆以读书显。先祖文贞公于书嗜好尤笃，为孝廉十七年，积书

万余卷，以名宿入翰林。积俸所入，悉以置书，人间有异书，辄重价购之。青箱堂架，连床架屋，

几与栋平，故京师之藏书惟文贞公为多。”③

宛平王氏数代积累的政声与威望，自会引起衍圣公家族的结纳之意；而衍圣公特殊的 “圣裔”

身份及其在儒林中的地位，也是宛平王氏极为看重的文化资源。对彼此家世门声的体认和欣赏，促

成了孔、王之间的多重姻亲关系。

衍圣公家族结姻宛平王氏，始于６８代 衍 圣 公 孔 传 铎。孔 传 铎 元 配 夫 人 王 氏，系 王 崇 简 孙 女，

王熙第四女，继配则为刑部右侍郎李迥第六女。但在最初，与孔传铎结姻者本是李氏，后因 “有阻

之者”，所以改为先聘王氏。孔传铎记述此中委曲说：“丙寅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春，余初择婚

于京师，有人言于司寇公 （即李迥），司 寇 公 曰： ‘孔、李 古 通 家 也，吾 择 壻 当 于 是。’业 心 许 矣，

会有阻之者，不果，余遂聘于宛平相国王文靖公 （即王熙）之季女。”④ 孔传铎虽然没有指出阻其最

初结姻李氏的原因，但当面对 “相国”王熙之女时，还是格外珍重，优先结姻。只不过其后因缘际

会，孔传铎又与李氏踵践前约，聘为继配。

虽然王氏归适孔家后不久便病卒，年仅２２岁，但世家闺秀展现出的修养和品德，已给衍圣公

府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衍圣公孔传铎即称美她：“于归我家，三易寒暑，事奉三世尊亲，周旋进

退，无微不善。”⑤ 这些表现很快赢得了孔氏姑母和族众的交口赞颂，咸称：“娶妇必择门第，今观

新妇，其信然也。”⑥ 王氏逝后，孔传铎与王家仍保持着密切往来，直至王熙去世时 （１７０３年），孔

传铎还作悼诗，回忆起与夫人和岳丈的深厚感情，其中提到：“三载结褵欢恨浅，九秋别鹄操难听。

伤哉少女先晨露，怆矣中闱复罄瓶。西府宾朋看聚散，东床涕泪独飘零。园开乘鹤谁同赏，堂著青

缃户欲扃。”⑦ 同时悲叹，外亲相继离去，恐将从此 “燕山鲁水风烟隔，怅望徒悲旧雀屏”⑧。

然而未过多久，衍圣公家族与宛平王氏之间便再次续缔姻亲。孔传铎与继配李夫人所生长子、

继任衍圣公孔继濩，与王熙孙女、王克昌第三女结为姻亲。稍晚一些，孔传铎次子孔继溥 （亦是李

夫人出），又与王克昌第五女缔姻。孔传铎次女淑瑜 （庶出），后嫁与王克昌第九子王则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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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韩菼：《予告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六级谥文靖王公熙行状》，（清）钱仪吉纂录：《碑传集》

卷１２，光绪十九年刻本，第１—２页。
（清）王燕：《青箱堂诗文集》附 “识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２０３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６２页。
（清）王克昌：《宝翰堂藏书考·序》，范凤书：《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１页。
（清）孔传铎：《安怀堂文集》卷上 《先室李夫人传并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９８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５—

２９６页。
（清）孔传铎：《安怀堂文集》卷上 《先室元配王夫人小像记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９８册，第２９１页。
（清）孔传铎：《安怀堂文集》卷上 《先室元配王夫人小像记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９８册，第２９１页。
（清）孔传铎：《申椒集》卷下 《哭外父王胥庭相国十六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２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清）孔传铎：《申椒集》卷下 《哭外父王胥庭相国十六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２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清）孔宪璜纂录、孔庆馀校补：《孔氏绳启堂支谱》，同治十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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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孔两家三代之间，结姻四次，交谊跨越近百年，宛平王氏堪称衍圣公府入清之始最为倚赖

的外姻势力。同理，衍圣公身上的 “圣 裔”光 环，也 是 宛 平 王 氏 极 其 看 重 的 文 化 资 本。两 者 的 结

姻，是清前期北方大族之间交往的生动案例，也是清朝在建立和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地方社会秩序

逐渐恢复的直观反映。

二　海宁陈氏：远途结姻及其与皇权的冲突

清代海宁陈氏，一般特指海宁渤海陈氏宗支。孟森先生曾说：“清世谈官阀，侈恩遇者，无不

知海宁陈家”；“‘海宁陈家’之目……可谓成一名词矣。”① 前溯至明中期，海宁渤海陈氏六世孙陈

中孚以科第起家，七世陈与郊兄弟、明 末 八 世 陈 祖 笣 父 子 相 继 登 科 甲，开 启 了 海 宁 陈 氏 宦 途 显 荣

历程。

衍圣公家族与海宁陈氏的姻亲关系，始于６９代衍圣公孔继濩之女与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陈世倌之子的结合。此外，两姓之间另有四重姻亲关系，均系陈氏家女配至曲阜孔家。相较前述宛

平王氏，海宁陈氏与衍圣公家族的联姻在旁涉范围上有了进一步扩大。下文分述孔、陈两家之间共

计五重姻亲关系，尤其附载陈家诸翁／婿的履历宦绩，从侧面印证衍圣公家族对结姻对象才学品德

之讲求和考量。

先是６９代孔继濩次女贞秀，适陈世倌次子、候选州同陈克光。陈世倌系海宁渤海陈氏第１１世

孙，位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陈克光本为世倌兄世俨的第四子，由世倌抚成，收继为嗣。揆

诸陈世倌宦迹，曾于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奉旨到曲阜督修孔庙，与衍圣公家族成员多有密切往还，当

于此时说定了次子陈克光与孔继濩次女贞秀的婚事。

陈克光只享寿２５岁，以兄克绳次子守曾为后。陈守曾有女二人，长女陈珠，适７１代衍圣公孔昭

焕。按陈克绳乃陈世倌长子，官海州盐分司，有六子、六女。② 其中，第四子承曾，官至四川资州州

判，所生长女嫁与孔昭焕第四子宪均，最幼女则为曲阜四氏学教谕、７０代孔广棻的继配夫人。③

孔广棻虽非衍圣公，但其祖父孔传鋕乃是６７代衍圣公孔毓圻的次子、６８代衍圣公孔传铎之弟。

在继娶陈克绳第六女之前，孔广棻元配同样出自海宁陈氏，系泰安府知府陈 第三女。④ 陈 是文

渊阁大学士陈世倌的本族堂侄，关系亲近。陈 有女三人，最幼者即为孔广棻元配夫人。

海宁陈氏中，除陈世倌位极人 臣 外，其 他 子 弟 亦 多 读 书 仕 进，上 述 只 是 冰 山 一 角。据 学 者 统

计，在明末至清季近３００年之中，海宁陈氏出现的进士、举人、贡生达２００多人，位居内阁大学士

者３人，官至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１１人，可谓 “鼎甲之盛，莫过于此”⑤。

清代海宁陈氏人才喷涌，离不开其家学传承，并从与曲阜孔氏等世家大族的联姻中汲取滋养。

如陈世倌，“自起家词苑，洊历中外五十余年，司文衡则治经讲学，任封疆则兴利救弊”⑥。陈世倌

胞兄世俨，“初奉父命居吴门，吴俗奢丽，独衷以礼。既以定省疏旷，兄弟俱在仕籍，返于宁，奉

母查夫人至孝，不求进取。居生母黄夫人丧，哀毁致疾，复力疾营葬，葬毕而疾益甚，犹为查夫人

清代衍圣公世家联姻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孟森：《海宁陈家》，朱东润等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２辑 （总第１０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１１页。
（清）陈赓笙重修：《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１０，国家图 书 馆 地 方 志 家 谱 文 献 中 心 编 《清 代 民 国 名 人 家 谱 选 刊 续 编》第７２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５１页。
（清）孔宪璜纂录，（清）孔庆余校补：《孔氏凝道堂支谱》，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孔宪璜纂录，（清）孔庆余校补：《孔氏博观堂支谱》，同治十二年刻本。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页。
（清）史贻直：《予告光禄大夫太 子 太 保 特 进 太 子 太 傅 文 渊 阁 大 学 士 兼 工 部 尚 书 兼 管 礼 部 事 务 加 二 级 文 勤 陈 公 世 倌 墓 志 铭》，
（清）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２６，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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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起问寝膳，至性过人如此。”①

此类例证，在海宁陈氏家谱中比比皆是，反映了后人对贯穿其中的孝悌忠义等卓越品质的热情

颂扬。通过与之联姻，衍圣公家族在现实利益与无形家风等方面，莫不受益良多。然而，世家大族

之间的联姻，又往往会对清廷的各级行政运作造成干预和掣肘，进而 “族大遭忌”，受到来自皇权

的打压。

以陈世 倌 来 说，他 自 入 乾 隆 朝 以 后 便 深 受 高 宗 信 任，宦 途 通 达 顺 畅。然 而 在 乾 隆 十 三 年

（１７４８）底，陈世倌却因内阁票拟失职 一 事，受 到 了 严 厉 处 置，上 谕 称： “陈 世 倌 自 补 授 大 学 士 以

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着照部议革职。”② 乾隆帝所称 “卑琐之节”，

主要指陈世倌 “伊乃浙人，而私置产兖州，冀分孔氏余润”③。因衍圣公府辖下的大量钦拨祀田恩免

缴税，陈世倌在此置产或许有避税的考量。虽然两年后陈世倌恢复原衔，但陈、孔之间的姻亲关系

及其背后暗藏的利益内幕，已被乾隆帝洞悉点破。

相似的遭遇，也发生在衍圣公一方。乾隆二十一年初，７１代衍圣公孔昭焕上奏称，至圣庙户常

遇地方官额外派办派买，请求除酌留５０户外，将其余户丁改归民籍。不料，此奏甫上即遭到乾隆

帝严斥，称孔昭焕：“不 过 倚 大 学 士 陈 世 倌 外 姻 之 势，干 与 地 方 公 事。其 所 陈 奏，大 都 发 礼 部 议，

又系陈世倌管 理，可 以 互 相 倚 庇。”④ 后 经 访 查，才 知 孔 昭 焕 久 已 倚 借 乐 舞 庙 户，安 坐 而 享 其 利，

“不能安分自爱，干与地方公事，更属显然”⑤。交吏部议，以孔昭焕 “袒庇庙户，武断滋事”，应革

其公爵。乾 隆 帝 念 孔 昭 焕 为 先 圣 后 裔，且 年 少 无 知，加 恩 免 予 革 爵，谕 其 “闭 户 读 书，勉 承 祖

训”⑥。

衍圣公作为清廷树立的文 化 符 号，本 不 享 有 实 际 权 力，所 以 孔 昭 焕 的 逾 分 之 举 深 为 乾 隆 帝 所

忌。另外，乾隆帝还洞悉了隐藏此事背后的一个重要线索，即孔昭焕屡屡滋生事端，乃因有着强大

的外姻之势可以依赖。在严斥孔昭焕的谕旨中，乾隆帝进一步警示：“若干与一毫公事，不特陈世

倌不能保其大学士之任，即衍圣公家，岂无弟男子侄可堪承袭者，便是无福承受之人。”⑦

这种略带敲山震虎意味的处理方式，直指背后的姻亲关系和利益锁链，冀能对其他世家大族产

生警惕之效。然而，清代世家结姻远非单个区域或单独线条那样简单。众多世家之间，往往互有关

联，进而产生延伸性、扩散性极强的姻亲网络余蔓。这一点，还可以从衍圣公家族与长山袁氏等世

家的联姻中获得进一步直观认识。

三　长山袁氏：省域内部世姻的典范

长山袁氏，是以焦桥袁氏 （今属山东邹平）为中心并扩散至周边村镇的各袁氏谱支总和。相较

宛平王氏 （直隶）和海宁陈氏 （浙江），长山袁氏属于衍圣公在省域内部世代联姻的典型。自雍正、

乾隆年间开始，直至晚清，阙里孔氏与长山袁氏之间的联姻持续了１５０余年，彼此的姻亲关系多达

数十重。如此繁多的重叠交汇，堪与常州庄、刘两氏的世代联姻相比。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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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陈赓笙重修：《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９，《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第７２册，第２３５页。
《清高宗实录》卷３３０，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清实录》第１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第４９０页。
《清高宗实录》卷３３０，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清实录》第１３册，第４９１页。
《清高宗实录》卷５０４，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壬申，《清实录》第１５册，第３５９页。
《清高宗实录》卷５０６，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清实录》第１５册，第３８２页。
《清高宗实录》卷５０６，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己酉，《清实录》第１５册，第３９３页。
《清高宗实录》卷５０４，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壬申，《清实录》第１５册，第３５９页。

参见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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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袁两家之能结合，准确来说衍圣公府能够留意并青睐长山袁氏子弟，最主要原因在于，入

清以后袁氏家族代有人材中第入仕，官居要职，渐次成为有影响的世家大族。乾隆时人和邦额，曾

描述过长山袁氏先人 “袁翁”积德行善，终而发迹显达、子孙昌茂的过程，并亲眼目睹 “袁翁”后

裔：“自此富甲一县，已而生子，子生孙，皆能读书上达，有仕至尚书者、督抚者、卿贰者，科甲

联绵，迄今正当鼎盛也。”①

“袁翁”对应的人物原型，乃是焦桥袁氏第１０世孙、生活于明清之际的袁云蒸。云蒸有二子，

长子景芳，以号 “紫兰”行；次子景文。袁紫兰有５子、２４孙，孙辈中，雍乾时期官至户部尚书、

直隶总督等要职的袁守侗堪为杰出代表。曾孙辈男计８６人，官至员外郎、内阁中书的袁炳、袁熙

最为世人熟知。再看袁景文一系，虽然景文年仅２６岁便逝，只有一子承宠，但承宠有六子，守谦、

守诠、守诚三人最称知名，尤以历官刑部郎中、内阁学士的袁守诚为著。

孔、袁联姻，最早开始于７０代衍圣公孔广棨次女德芳，嫁与袁承宠第四子守诚。彼时正值长

山袁氏初露锋芒的 阶 段。如 袁 承 宠，雍 正 初 年 知 德 安 府， “修 堤、运 铜、办 赈，厘 剔 奸 弊，号 为

‘神君’”。署汉阳、荆门，“两摄府篆，承审应山、孝感诸案，一洗沉冤”。雍正七年，任永顺府知

府，“楚人述其事，往往感泣”②。袁承宠第四子守诚，乾隆十五年与兄守诠同榜中举，初授刑部郎

中，再京察记名，授内阁侍读学士。后任陕西按察使，“虚公研鞫，众称平允”；兼署布政使，“治

事勤谨，以劳成疾”③。

综合袁承宠、袁守诚父子的宦途表现，反向映衬出衍圣公结姻世家时对官绩政声的重视。除了

孔广棨之女嫁与袁守诚外，两家另有多重姻亲，兹据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刊刻的阙里孔氏各支堂族

谱，梳理如下：

《孔氏世泽堂支谱》：６９代衍圣公孔继濩次子广柞，广柞次子昭煦夫人袁氏，系袁承宠第五女。

昭煦长女、三女先后嫁与候选道袁守谦第五子、光禄寺署正袁煜；第四女嫁至通政司知事袁守傃长

子、太学生袁泂。昭煦第三子宪埰长女适刑部郎中袁锡第五子、候选县丞袁定业。
《孔氏凝祉堂支谱》：７１代衍圣公孔昭焕次子宪增夫人袁氏，系刑部员外郎袁守铨次女。

《孔氏凝道堂支谱》：孔昭焕第四子宪均之女存保，适监生袁照子、睢南河务同知袁坰。
《孔氏崇本堂支谱》：６８代衍圣公孔传铎第三子继泂，继泂第四子广彬，广彬长子昭杰，昭杰长

子宪阶夫人袁氏，系候选知县袁淇长女。
《孔氏敦本堂支谱》：孔传铎第四子继汾，继汾第四子广册，广册长子昭诚，昭诚长子宪琮继配

袁氏，系直隶石景山河务同知袁琅第四女。孔继汾第五子广衡，广衡长子昭任，昭任之子宪绅，宪

绅之子庆豫夫人袁氏，系朝城县教谕袁憻业长女。

《孔氏于此堂支谱》：孔传铎第五子继涑之嗣子广廉次女晋孙，适通政司知事袁守伟长子、中书

科中书袁澜。

《孔氏克荷堂支谱》：孔传铎第六子继澍之长子广果夫人袁氏，系刑部司务袁承祖第三女。广果次

女玧，适工部营缮司郎中袁守仪子、监生袁穀；三女环，适光禄寺署正袁守健长子、大理寺司务袁淇。

《孔氏博观堂支谱》：６７代衍圣公孔毓圻次子传鋕，传鋕长子继浩，继浩长子广樾，广樾独子昭

煇，昭煇第六女适浙江衢州府同知袁煦长子、直隶候补盐运司经历袁坊。

在孔、袁之间开展大范围联姻的同时，两家其余子女，又各自通过不同的结姻线路，与其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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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霁园主人编著：《夜谭随录》卷４ 《袁翁》，会文堂书局１９２４年版，第５１—５２页。
（清）王赠芳等修，成瓘等纂：（道光）《济南府志》卷５５，《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３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４９页。
（清）王赠芳等修，成瓘等纂：（道光）《济南府志》卷５５，《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３册，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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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族构建起错综复杂的姻亲网络。如上文呈现的衍圣公家族成员与海宁陈氏、宛平王氏的姻亲关

系，即是如此。至于长山袁氏，除了结姻阙里孔氏，其最知名的联姻当发生在与乾隆朝名臣、《四

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之间。

纪昀的两个女儿，均嫁与袁守诚之子 （即７０代衍圣公孔广棨的外孙）。缔结这种 “双重姻亲”，

乃因纪昀与袁守诚及其族兄守侗均有密切交往。乾隆十三年至十九年间，纪昀曾与袁守侗等人在京

师结社酬唱，后赞誉守侗：“遭际圣朝，扬历中外，以经济立功名，以操守励风节，载在国史，光

耀汗青。”① 同时，纪昀忆述家女嫁至袁守诚家的详细缘由：“余两女皆适袁曙海 （即袁守诚）臬使

子，以臬使交最契也。其得交于臬使，则以臬使兄清慤公 （即袁守侗）故。”② 这也成为长山袁氏联

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下逮后世，曾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官５０余年的卢荫溥 （１７６０—１８３９），官拜体仁阁大学

士，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衔，其元配也出自长山袁氏，系刑部员外郎袁守铨之女。袁守铨系袁守

诚同母胞兄，守铨另一女嫁给了７１代衍圣公孔昭焕次子宪增。③ 世家之间，通过错综复杂的姻亲关

系而产生进一步交集，这也是清代各地世家大族姻亲网络的共通之处。

除了此处所列三个主要世家，在清代衍圣公的姻亲网络中，还包括桐城方氏、大兴何氏、新建

裘氏、镇洋毕氏等地方望族。就 地 域 特 点、结 姻 类 型 而 言，大 致 可 归 并 到 上 述 三 个 代 表 性 世 家 之

内，故不再逐一详述。总的来看，清代衍圣公的姻亲网络真正达到了 “网格化”效果，结姻区域范

围更广泛，结姻对象的门第品级也进一步提高，且趋于稳定。最鲜明的变化是，清代衍圣公的结姻

群体之中出现了多个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不等的世家大族，世姻态势明显。这使得衍圣公姻亲网络

在广泛布设之时，又呈现了局部密集的特点。④

有清一代，衍圣公及其家族子弟与各地世家之间建立起了繁密的姻亲关系，缔姻过程中贯注着

对彼此门第、宦绩、政声、家学等因素的多重考量，带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蕴。本文择取衍圣公

家族与宛平王氏、海宁陈氏、长山袁氏等省域内外望族的结姻案例，探析了世家之间如何维系姻亲

关系，并通过持久用心的经营来达到门第互结与家风汇通的长远功效。但世家联姻也容易造成权力

倚庇，干预地方行政运转，进而引起统治者的忌防打压，乾隆帝对衍圣公家族与海宁陈氏联姻的处

置即明显昭示了这一点。

【项目 说 明】本 文 系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青 年 项 目 “清 代 衍 圣 公 研 究”研 究 成 果，项 目 编 号：

１９ＣＺＳ０３１；并得到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 （２０１８ＧＮ０２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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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纪昀：《袁清慤公诗集序》，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１册，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９８页。
（清）纪昀：《袁清慤公诗集序》，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１册，第１９７页。
（清）潘世恩：《予告大学士卢文肃公墓志铭》，（清）王赠芳等修，（清）成瓘等纂：（道光）《济南府志》卷６８，《中国地方志集

成·山东府县志辑》第３册，第４９４—４９５页。

另见拙文：《家风融汇与文脉传承：明代衍圣公姻亲问题再探》（待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