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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精英的社会结构》
发表后，蒋雄飞团队又以古代
14600名精英及其社会关系迁徙
地为研究对象，重建了1000多年
来城市间的社交地图。

蒋雄飞团队研究的逻辑起点
是，城市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所
在城市户籍的精英的社会关系构
成。“我们计算了网络的拓扑量来
量化社交地图的动态特征。所有
的社交地图都显示出异配性模
式，即中心城市更愿意与非中心
城市连接。”蒋雄飞说。

自唐以来在1000多年的中心
城市变迁中，蒋雄飞团队的研究数
据显示，中心城市从北方逐渐向南
方迁移。初唐的中心城市只有一
个：西安。晚唐出现双中心城市：
西安和洛阳。到了北宋末期，靖康
之变后，北宋精英阶层纷纷南下，
开封、眉山和福州成了精英社交聚
集点。

宁波发展成为长三角中心城
市，是在南宋晚期，大约在13世
纪初。“满朝朱紫贵，半是四明
人。表述了宁波人在南宋王朝中
所拥有的特有份额、特别地位、特
殊作用。”蒋雄飞说。

夏柯也指出，南宋定都临安，
宁波就此崛起。尤其是以史浩为
代表的明州人士走入政坛，将近
100年的南宋政局主要是由鄞人
主持或受鄞人影响。

之后，宁波长三角中心城市
地位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延续
了300多年的繁盛，直至被上海
取代。“这期间，海上丝绸之路枢
纽地，奠定了其经济地位。浙东
学派的发展，以及政治人物的涌
现，让宁波成为宋元明的‘一线城
市’。”夏柯说。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王轶群

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去观察1000多年前的唐宋精英阶层，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
这是一个“理科男”，在图书馆偶然看到古代墓志铭后，产生的奇妙想法。
宁波财经学院蒋雄飞博士一直从事统计物理学的研究，其研究应用领域也多在金融市场。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试图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研究古代精英网络。就这样他已经在知名国际SCI期刊
《Physica A》上发表两篇有关历史的论文，第三篇论文正在撰写中。

通过蒋雄飞博士团队的研究，记者带你一起看看谁是古代精英社交圈的“顶流”。

蒋雄飞硕博读的是统计物理，
研究的是复杂系统管理理论与应
用。简单讲，他研究的是，相互作用
的多个个体形成的复杂系统的运行
规律。如果把社会组织理解成复杂
系统，物理和历史，这两个相距甚远
的学科，是不是亲近了很多？

在物理学博士眼里，历史是无
数人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涌现。“涌
现这个词，是统计物理的概念。”蒋
雄飞利用他擅长的统计物理学研究
方法，研究起唐宋精英网络。

他运用的研究方法不算新颖。
“演化博弈模型和社交网络算法，都
是比较成熟的方法。我们看到的热
搜榜、年度话题人物，是通过数据模
型计算出来的。”蒋雄飞注意到，墓
志铭是古代中国精英们使用最多、
最持久的纪念体裁。蒋雄飞团队运
用这些算法工具，以中华石刻数据
库和数字史料为基础，通过墓志铭
的作者和被纪念者，构建了中国古
代精英社会网络。他认为，研究精
英的社会结构，对于理解基于个体
相互作用的中国的跨历史内核至关
重要。

“在古代，有地位的人去世才会
写墓志铭，写墓志铭的一定是同一
个圈层或是更高阶层的名流、权贵，
甚至是皇帝。通过墓志铭，可以把
两个个体联系起来，一个个人物通
过墓志铭、史料建立起联系。通过
算法模型，计算出谁是精英社交网
络的核心；谁和谁的关系紧密；谁和
谁相交甚少。精英社交网络就此呈
现，然后再引入复杂性理论来揭示
精英社会网络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蒋雄飞说，他以此撰写的《中国古代
精英的社会结构》发表在知名国际
SCI期刊《Physica A》上，之后他又
以精英人物的迁徙城市为研究对
象，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中国古代社
交地图的动态演化结构》，试图还原
唐宋以来中心城市的崛起与没落。

在蒋雄飞团队的研
究下，唐宋精英社交网络
呈现不同面貌。“唐代社
交网络呈树状结构，一个
核心人物周围聚集一群
人，以时间为顺序，不同
年代有不同的社交‘顶
流’，不同社团之间的界
限是明确的。”蒋雄飞团
队勾勒的这张唐代精英
结构图中，有将刘禹锡、
柳宗元招之门下的唐朝
名相、唐代文学家权德
舆；也有一门出四个皇后
的独孤家族，还有以白居
易和元稹为代表的新乐
府运动团体等。研究显
示，精英社交网络的社团
结构与中国古代的政治
派别和学术团体是一致
的。

与唐代不同的是，
宋代精英社交网络图呈
现复杂的网状关系。也
就是说，相较于唐代一
个个界限明晰的团体，
宋代精英呈现出跨圈、
跨阶层、多向度社交的
模式。

蒋雄飞研究团队还
根据社交网络算法，通过
海量数据计算出唐宋元
明 清 的 社 交“ 顶 流 榜
单”。唐代社交“顶流”里
出现了李渊、李世民、李
显、李隆基等皇权统治
者，以及岑文本、许敬宗、
权德舆等宰相。自唐以
后，社交榜单中再也没有
出现君王，文人雅士、学
派盟主成了顶流，这一趋
势在晚唐时期就已呈

现。唐末五代时期画僧、
诗僧，浙江兰溪人释贯休
是当时社交场上的名流；
开“浙东学派”之先声的
金华人吕祖谦在南宋时
期备受推崇；明代著名政
治家方孝孺、明末清初经
学家黄宗羲、清代浙东学
派代表人物全祖望，这三
位宁波人也登上了蒋雄
飞团队的历代精英社交
圈“顶流”榜单。

蒋雄飞用定量研究
的方式呈现了古代精英
社交网络，在历史学者眼
中又如何评价呢？宁财
院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
博士夏柯说，传统历史学
以文本研究、定性研究为
主，蒋雄飞团队以社交网
络和定量研究中国古代
精英社交结构，这是一次
创新。

“这个定量研究支持
了唐宋变革论的假说，与
历史趋势基本吻合。唐
代因门阀制度等政治势
力的影响，同圈层社交、
向上社交明显，君王、宰
相成社交核心。晚唐门
阀势力衰落，宋代平民社
会崛起，它是个市井社
会，再加上科举制度日益
成熟，寒门子弟向上晋升
的通道日渐畅通，以及宋
代政治制度的成熟，官僚
体制相互制衡，这个时候
的精英社交呈现出破圈、
跨阶层，皇权相对弱化的
特征。这和我们历史学
者的研究不谋而合。夏
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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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财经学院蒋雄飞博士。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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