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与多元: 新世纪中国

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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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呈现出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结伴而

行，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特色突出; 社会生活的研究也悄然变化，向日常生活史转变，并呈现出社会文化

史的特色; 社会史面对生活，处理的主要是民间文献，社会史在文献处理、史料价值观上，变化也是明显的。民

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交叉渗透，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建设。探讨中国历史

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日常生活史学于一体，构成“三生”的问题意识。生态环境

与人的结合，活动成为以生计为主的民生活动，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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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

与学科建设的演变过程，至今已经三十余年。我发

表了两篇学术史的文章讨论到 1986 年至 2006 年

的状况，①兹作续篇就其 2007 年以来的进展加以

论述，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者同仁补充指正。
近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呈现出开放与

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结伴

而行，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特色突出; 社会

生活的研究也悄然变化，向日常生活史转变，并呈

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特色; 社会史面对生活，处理的

主要是民间文献，社会史在文献处理、史料价值观

上，变化也是明显的。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

人类学交叉渗透，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

着社会史学科建设。

一、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

由华南研究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被视为

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有刊物组织相关学者就此

举行笔谈。②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

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方面把握社会，重视在

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他们的学术追求，或

许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 所要表达的: 通过个案研究，对

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

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

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

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科先生

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吸收

了香港与大陆众多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③中山

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

书”自 2006 年以来已推出十余种，彰显出自己的

研究特色。刘志伟对如何理解一个区域，他以南

岭为例谈了自己的想法: “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

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

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

为研究单位的区域。”④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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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历史研究，区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⑤

如何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主张与工作，华南研

究学者以及了解他们工作的学者发表一些文章。
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借鉴。⑥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较早针对学术界对于“历史

人类学”的不同认识，他们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区

域观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

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对于近代区域社会

史学界，既强调时间与过程，也重视空间与结构，

既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与校释，也注重‘参与体

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以及历史现场

感，并强调分析各阶层、团体的不同历史表达的历

史人类学，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⑦

他们特别从研究盐的实践，表达出理论追求

与经验总结，主张中国盐史研究也要在当今历史

学的发展脉络下，超越既往范式，引入社会史的视

角，重视区域研究，将其放回所在的历史脉络之

中，结合历史人类学“现场感”体验与民间文献结

合的旨趣，考察制度运作与地域社会文化的结构

过程，才能达到深化盐史研究，真正体现盐在历史

时期重要性的目的。⑧他们认为: 近 20 年来，作为

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渗透到历史悠久的盐史

研究领域，在区域社会史看来，区域是长时期的历

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与朝廷对这些

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所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

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⑨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史研究也会遇到各种问

题，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张小也指出: 其一，在

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

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

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

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

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

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

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

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

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

四，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

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局限

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⑩赵世瑜对于史料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 追求新史料之风在社

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是区

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文献的重视，

即新的研究旨趣或新的研究取向导致了对以往利

用较少的史料文类的关注。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

究者来说，我们面临着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

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
《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却越来越没人懂

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也许更可怕的

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用到下辈子写文章

都够，但思想呢?瑏瑡

对于“华南”概念与区域研究，桑兵有独到的

看法。他指出: 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

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

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

履。在谈到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他认为各省

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

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大区概念的使用，大

都不过为是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

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

意的分区，在 1960 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

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

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有以偏

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

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

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瑏瑢

“地方”这一概念则是罗志田重视的。他指

出: 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

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

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

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

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
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 实体的

和想象的) ，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

的场域。“国家”与“民间”、体制与乡俗调和( ne-
gotiating) 于其间，代表国家者常不行使其功能，而

行使国家功能者常不代表国家。在或隐或现的

“国家”身影下，逐步形成一种“藉士大夫之势以

8

2017 年第 2 期



立国”的取向。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

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

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瑏瑣

赣闽粤毗邻地区族群问题的“客家研究新视

野丛书”值得关注，其研究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历

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的特色。这套书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推出，计有温春香著《文

化表述与族群认同: 新文化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

区族群研究》，邹春生著《文化传播与族群整合:

宋明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的形

成》，靳阳春著《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

系形成》，黄志繁、肖文评、周伟华著《明清赣闽粤

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 晚清客家

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等。
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面貌也正发生着变

化。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

理念、方法与实践》( 三联书店 2006 年) ，对于区

域史研究有不少心得体会。赵世瑜主编的《大河

上下: 10 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 山西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心课题的结项成果。本书通过大量田野调查，

用收集到的众多史料及数据，围绕 10 世纪以来北

方城乡与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进行多角度的探究

和展示。本书分为移民、身份与生活、寺庙与基层

社会组织、宗族建构和村落与乡村关系认同四部

分。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
他认为: 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 世

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

“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

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

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

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

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之中后，对“北虏”问

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

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

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内陆史视角”的

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

补充。瑏瑤他还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清易代

时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往往表现为“不清不

明”，即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立即确立某一正统的

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与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长期特

点有关。瑏瑥他也尝试反思清代内亚研究以及华南

研究所见之清朝国家认同建构的多元性。瑏瑦赵世

瑜提出了对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看法，对山西

进行了专门研究。
行龙讲述了对于中国区域社会研究“走向田

野与社会”的认识。瑏瑧行龙著《走向田野与社会》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是以近代

山西社会的水灾、水案，集体化和晋商等专题为中

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注重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史

料、解读史料，展现出历史学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关

怀。2012 年 5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中心编辑的《田野·社会丛书》四种，

即胡英泽著《流动的土地: 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

流区域社会研究》、张俊峰著《水利社会的类型:

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郝平著《丁

戊奇荒: 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韩晓莉

著《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 20 世纪山西秧歌小

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该中心还编有社会史

的论文辑刊《社会史研究》。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连续举办华北

区域社会史研讨会，以求把握华北区域社会发展

的动力机制与区域特色。2008 年 12 月 12 日至

15 日，举办了“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

会。2009 年 8 月 20 日至 23 日，举办了“断裂与

连续: 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瑏瑨该中心的研究侧重于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商
品流通、宗族问题，出版专著多种，近期发表了一

些代表性的论文。
其实，江南区域社会史在稳步前行，研究也有

特色。近年来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交大、上

海社科院、上海师大纷纷强调江南研究，南京的南

大，苏州的苏大、科技大，杭州的浙大、金华的浙师

大等单位也在从事江南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从

2008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关于江南史的国际学

术研讨会，已经举办六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多种会议论文集，有《江南与中外文化交流》
( 2009 年)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

流》( 2011 年) ，《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
( 2016 年) 。上海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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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

沿论坛，至今已经举办 10 届，并于 2009 年创刊的

由唐力行主编的《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商务印

书馆发行，已经出版 8 辑。该刊是区域社会研究

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论、江
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办刊宗旨一

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

建立; 二是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
碑、实物资料等; 三是提倡社会史的新视野，例如

在超越地域社会疆界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区域间的

比较研究、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中短时段的历

史事件与人物、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整体史

视野中审视地域社会的变迁等; 四是倡导历史评

论，在学术批评中推进学术的发展。唐力行等著

的《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 16 －
20 世纪) 》(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一书，强调从区

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长期研究江南地域

社会的朱小田认为，人类学的独特思路可以导向

地域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地域文化史应加强动

态生活的呈现，毅然告别传统的脱离生活结构的

习俗史，迈向生活领域; 人类学的整体视野提醒人

们特别关注地域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世

界，向笼统的“中国社会”或“地域社会”概念提出

挑战; 人类学赋予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劳动者以一

席之地，要求地域文化观察重视作为民间文化持

有者的普通百姓; 人类学中习见的口头艺术形式，

常常以文献与口头两种形态存留下来，成为地域

文化研究的独特素材。瑏瑩

此外，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的区域社会史研

究都取得明显进展，我会另外介绍具体的研究成

果。区域史 也 存 在 着 各 区 域 研 究 不 平 衡 的 现

象。瑐瑠

空间对于历史学具有独特价值。鲁西奇《中

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

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及其空间结构。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

缘、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与

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

道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王朝

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
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

差异等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回答“统一、多元中

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
跨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如何进行? 吴欣认为:

“若将运河研究放置在‘区域与跨区域研究中的

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运河区域社

会研究历史意义或更为可鉴……民间文献和‘生

活方式’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既是运河研究同

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希望所在。”瑐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史的区

域研究也把视野投向国外的华人活动与国内与国

际的联系性上。郑振满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

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

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

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

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

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

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

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

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他认为深入研究

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

发展前景，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瑐瑢郑莉探讨

跨国界的文化网络，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

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

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瑐瑣刘永华发现，自 19 世

纪中叶开始，随着上海、宁波等口岸开埠通商，国

际茶市对中国茶叶生产与销售的影响日益深入。
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徽州婺源产茶区的一家农

户通过增加茶叶生产与制作的劳动力投入，提高

家庭的现金收入。同时，这家农户还因应家庭规

模的变动，投入大量劳力开垦土地，扩大粮食种植

面积，从而缓解口粮不足问题。瑐瑤

二、日常生活史与文化史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

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

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

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

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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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特色，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

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瑐瑥

虽然社会生活史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40
年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是 50 至 70 年代中国

大陆的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少得可怜。社会生活史

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在最近二十多年

才取得突出成绩。近年来，熊月之主编“上海城

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推出，2011 年出齐，计有 25 种。一般认为，社会

生活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重点是研究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领域

的各种群体性现象。瑐瑦李长莉指出，自 1980 年代

中期以来 30 年间，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从兴起到

发展，并于近年受到更多关注而成为一个热门领

域，主要研究为风俗习尚、社会群体生活、城市生

活与“公共空间”、消费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生活

史综合研究等，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生活变化之

互动，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

因素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关系。不过，中国近代生

活史研 究 的 缺 陷 在 于 理 论 分 析 与 理 论 创 新 不

足。瑐瑧也有人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历史学发

展大的趋势是从政治经济史向社会生活、生态环

境、生命史的转移，这不仅是史学研究本身的转

移，还是当代文明和社会已经从欲望、本能、名利

等转向生活、生命等本质的再认识上。角度的转

换，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一种

新社会生活史观逐渐形成。”瑐瑨我认为，社会生活

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

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

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

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

形态中。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

活也必不可少。生活史的研究带来视角与方法的

变化，可以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

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

考察民族关系与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

迁。瑐瑩在清理了社会生活史的学术史之后，我得出

如上的看法，因此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

常生活史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瑑瑠

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

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

化史。俞金尧指出: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

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

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二战”后兴起的新社

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

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

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 /语言

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

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 /语言

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

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

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

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

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瑑瑡李长莉

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

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

要表现形式等趋向。瑑瑢梁景和强调，研究社会文化

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同

时要注意研究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

以及社会运动所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瑑瑣我认为，

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

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

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

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瑑瑤“新文化

史”的引入被看作是，“比较而言，以往的以社会

形态史为背景的中国史研究重视制度和经济，而

以人类文化史为背景的‘新文化史’重视人的活

动，强调观念与心态。在当代，这二者结合的历史

研究，或许更符合现实需要。”瑑瑥在新文化史的观

照下，对于史料的解读发生了变化，在新文化史家

看来，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不如说是有

意义的文本; 特别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主张在具

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度解读史料; 在运用史料展开

历史叙事时，往往会在对相关史料深入探析的基

础上，采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或假设等手段来让

叙事变得完整而更具意义。瑑瑦

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

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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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意义。日常生活史的出现，从诺贝特·埃利

亚斯所著的《文明的进程》到菲利浦·阿利埃斯

与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都贯穿着西

方历史演进“道德私人化”的基本思想，如今的日

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
体、艺术诸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

学科的学问。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

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

作用。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

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

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表面来

看，似乎是西方公私分立，中国公私相混，中国历

史上公与私的生活以及二者的关系与西方究竟有

何不同，值得深入研究。瑑瑧

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作为分析性概念，对

于文献史料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徽州文

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史

研究的资料。对于徽州文书总体价值如此判断，

需要对“日常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借助更

有内涵、更清晰的概念分析工具，作为方法论实现

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发挥徽州文书学术价值的

最大化。瑑瑨

近年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日

常生活史作为重点研究，从 2011 年起，连续五年

举行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日常生活

史视野下的生命与健康”、“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

与地方社会”、“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

题”、“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这些推

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我利用乾嘉时

期的刑科题本的口供探讨清中叶不同地区的日常

生活，瑑瑩同仁也有新研究的尝试，我们也做了一些

基础性的学术综述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作为方法论

应当重视“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这一视角是由

社会学学者李友梅提出的: 对于 1978 年以来中国

社会变迁的考察路径有多种多样，其中“国家 －
社会”视角受到了较多青睐。但“国家与社会”的

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活实践始终存在无法摆脱的张

力: 首先，这一分析框架根植于西方的经验而非中

国的生活实践，无法真实呈现后者的丰富内涵; 其

次，这一分析框架注重在宏观层面阐释力量格局

转换，难以切入中观与微观社会实践，难以观察到

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内

涵; 再次，这一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层面

的各种管理制度设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相

互渗透和相互建构关系。有鉴于此，可以尝试构

建“制度 － 生活”的分析框架，以“自主性”为观察

对象，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

生活的变迁过程。这里的“制度”，是指以国家为

主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与社会

性、观念性制度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作用于社会生

活的“制度丛”;“生活”则局限于人们日常的非正

式科层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区别于高度工具理性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 “自主性”指镶嵌在生

活之中、运作生活和改变生活的个体和群体的理

性化————不是纯粹工具理性，而是多元化的和

混合的理性————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组

织和自我调控的行动。“制度 － 生活”的分析框

架并不背离国家 － 社会范式的价值取向，也不否

定社会力量制约国家权力的企图，但具有自身的

独特解释力量。瑒瑠这一想法，我觉得也适应于社会

史研究。
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实践中敏锐抓住了制度

与生活的关系。刘永华指出: 明代实行的匠户世

袭制度，对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

一，这一制度为民众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

和契机。其二，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众的空间活动

范围。瑒瑡杜丽红著的《制度与日常生活: 近代北京

的公共卫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一

书从制度的角度研究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不仅

描述了制度在组织和规则层面的变迁过程，更试

图阐释制度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过程，旨在探讨

20 世纪初北京公共卫生制度演变及社会化过程

的基本脉络与问题，即公共卫生制度如何诞生、如
何变迁、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成为日常生活

规则。瑒瑢

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也受到重视。日记与年谱

无疑是个人生活史最直接有效的文献，值得注意

的还有笔记，常建华依据龚炜《巢林笔谈》探讨清

朝统治稳定后士人的政治态度与日常生活，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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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吴中士人龚炜生活在清

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他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

从龚炜的个人生活史了解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

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看到他

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特别是绝意科

举的人生转折，一个鲜活的士人呈现在我们的面

前，这是利用其他资料很难做到的。范莉莉以笔

记《五杂组》为主要依据探讨谢肇淛的日常生活

状况，是从微观层面检视晚明宦游士人生活的一

次尝试。瑒瑣还有学者利用档案研究当代中国的个

人生活史。戴建兵等认为，囿于中西方的国家与

社会之间关系不同，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与

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还是

一块待开拓的处女地。从资料上看，人事制度是

当代中国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个人档案具有内

容丰富、真实等优点，成为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基本

史料。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开辟了史学研究

新领域，以全新的微观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

常社会生活，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可使人

们更好 地 认 识 当 代 中 国 缓 慢 而 深 刻 的 社 会 变

迁。瑒瑤金光 耀、戴 建 兵 编《个 人 生 活 史 ( 1949 －
1978) 》(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注重微观历史

和细节还原，聚焦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全

书收录具体研究的文章 16 篇。还有民族学学者

对一位从越南嫁到中国的苗族妇女的生活经历考

察，探讨其系列行动的生存理性。瑒瑥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综合性地探讨。
我编了《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即出) 收录论文 18 篇，依内容分为五编，

即生育与生命周期、日常交往、消费与逸乐、性别

与生活、城乡日常生活。尽可能反映出日常生活

的基本问题，既有人的生产与生命历程、社会交

往、物质消费，也涵盖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这其

中还兼顾了民间信仰与思想观念的内容，兼顾了

论文的研究时段以及不同阶层与社会身份的生

活。断代性的生活史研究虽然不太强调区分社会

生活、日常生活，也足资参考。宋镇豪的《商代社

会生活与礼俗( 商代史·卷七)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0 年) 一书，论述了商朝礼制与社会生

活礼俗的运作，以及有关商代社会行为观念整合

规范的机制。全面考察城邑生活与族居形态、建

筑营造礼仪、宫室宅落建制、居住作息习俗、家族

亲属关系和社会风尚，包括商代的衣食住行、农业

信仰礼俗、人生俗尚、婚制婚俗、生育观念、养老教

子、卫生保健与医疗俗信，以及社会礼仪及礼器名

物制度、服饰车马制度、文化娱乐、丧葬制度、甲骨

占卜等。黄正建著的《走进日常: 唐代社会生活

考论》( 中西书局 2016 年) 一书探讨了唐代的衣

食住与日常生活。师永涛著的《唐代的乡愁( 一

部万花筒式的唐朝生活史) 》(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一书试图通过浩瀚史料中被漏下的碎

片，诸如夜宴、城市、胡人、庄园、女子、少年、寺庙

的日常细节，来呈现一个时代的存在。宋立中著

的《闲雅与浮华: 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一书主要涉及明

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分别从婚姻礼俗与

社会变迁、消费服务与消费文化、休闲生活与雅俗

冲突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学界较少关注的明清时

期婚礼消费、节日消费、娱乐消费、时尚消费、妇女

游风、鲜花鉴赏、休闲文化，以及传统服务业，如游

船业、旅馆业、娱乐业等内容。李长莉等著的《中

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一书记述自明末、晚清至 1949 年间，伴随中国

社会的近代化变动，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
风俗习尚、文化娱乐等诸方面的变迁轨迹，既考察

近代百余年间社会生活的总体变迁轨迹，又重点

考察各个时段突出的社会生活现象，并加以文化

分析，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近代社会生

活变迁的社会文化意义。李健胜的《清代 － 民国

西宁社会生活史》(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一书论

述了清代一民国时期西宁地区的衣食住行、婚丧

礼俗、教育文娱、节庆宗教、医疗卫生等，呈现了西

宁地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多元性。颜浩著的《民

国元年: 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陕西人民出

版社 2012 年) 一书发掘小说中的历史素材，从百

姓民生及其日常生活来反映清末民初社会，讲述

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比如怎么娱乐，怎么

穿衣，等等。罗小茗著的《制造“国民”: 1950 －
1970 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 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11 年) 一书的主要内容是亚洲在发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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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中韩两国青年新锐学者首次思想碰撞，重

返冷战体制现场，探寻“在地”思想资源，建构亚

洲自身的思想学术脉络。顾希佳、何王芳、袁瑾著

的《杭州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一书描写出杭州各时期小人物衣食住行、风

土民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等各历史场景，多视

角展示了杭州人几千年的生活状态。
日常生活的研究也有一些较新的尝试。余新

忠认为，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

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

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

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瑒瑦徽州

社会史有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的转向。瑒瑧胡悦

晗对于民国时期城市史、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也

关注日常生活。特别是将日常生活与特有的时间

观联系在一起，所谓农事节律，就是一年之中农作

物从播种到管理、收获的一系列工作程序。一年

之中，受自然节律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种植到

收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律性特征，与此相适应，

乡村社会生活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农业生

产活动有涨有落，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

会随之起落，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

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这种时间生活的结构

性安排，不仅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民众之时间观

念与时间体系，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

远影响。近代以后，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这一

时间生活模式也在逐步发生改变。王加华的《被

结构的时间: 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

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一书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陈辉在《过日子: 农民的生活伦理———关

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一书中发现陕西关中农村依然保持着较

强的家庭观念，依然实践着一套以“过日子”为核

心的生活伦理。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呈现农

民“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首都师范人大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

史研究中心重视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心主任梁景

和认为，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是研究中国现当

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问相互关系及其

形成新知识体系的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所

谓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

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

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社会生活有

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相当丰

富的内容，同时亦存在其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衣食

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等。瑒瑨基于

此，梁景和主编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出版物，

该书分为总论卷、婚恋卷、家庭卷、女性卷、性伦

卷、综合卷等。同时，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

史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 1988 年至 2009 年以来

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探索、重要著作的书序和

书评以及重要学术会议和成果的评述等内容的编

辑和整理，对读者了解这 20 余年中国社会文化史

的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出版了《中国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梁景和还组织

青年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研讨，其主

旨就是梳理社会文化史的缘起、挑战与机遇，理清

社会文化史的多维综合交叉的特质、特有的意义

与价值，以及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多层面多角

度论述社会文化史书写的可能性，提升社会文化

史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于是主编《社会文化史

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梁景和

也关注新文化史，不仅组织研讨会，还主编了《西

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
此外，梁景和还主编了其他系列出版物。如

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主编“中国

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出版了杨才林《民国社

会教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黄
东著《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

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梁景和等

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 以婚姻家庭妇

女性伦娱乐为中心( 1919 － 1949 ) 》(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3 年) 。还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的系列学术

讲座和沙龙活并编辑出版《社会·文化与历史的

思想交汇》系列出版物。梁景和多次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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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

了会议论文集。婚姻、家庭、性别是该中心重点研

究内容，梁景和教授主编的《婚姻·家庭·性别

研究》已经出版 5 辑。
社会文化史也产生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成果。

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1 年) 一书指出: 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是，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

结合在一起。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

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

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 在

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

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

泛、玄虚。本书涵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个主要

问题领域: 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

忆、感知、空间及其他。通过 21 篇精彩个案研究，

引导读者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层脉络。再如湛晓白

著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

与观念变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以“近代时间”在中国的兴起为研究对象，自

觉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

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较为清晰地梳理

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

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

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

绎，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

三、民间文献与社会史史料

有关社会史的文献处理与史料认识，冯尔康

先生提出过社会史史料学，郑振满强调民间文献

学，重视新史料的发现。瑒瑩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

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

常生活的认识。有关民间文献的讨论不断，涉及

20 世纪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徽州

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法、妇女史研究资料的价值

与利用等问题。
2006 年 4 月 17 日，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包弼德 ( Peter
Bol) 与来自中国的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刘平，

组织了一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萧凤霞、韩明

士、丁荷生、宋怡明、郑振满、梁洪生、孙卫国、王明

珂、顾坤惠、林玮嫔等 10 位学者参加了讨论，郑振

满谈到:“20 世纪以来，我感觉历史学有两次大变

化，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前期，历史学开始和其它

学科结合，开始从研究少数人转到研究老百姓。
要研究老百姓，历史学原来的工具已经不够用了，

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这就是社会科学化; 资料也不

够用了，要找跟老百姓有关的新资料，这就是民间

文献。第二次就是 80 年代以后的后现代思潮，对

理解资料有很大影响。我们要去问资料到底有什

么意思，而不是写了什么就是什么，认得字不一定

懂得读资料、做研究。这就要回到资料形成的环

境中去，向当地老百姓请教。这两个问题，即对民

间文献的兴趣和对资料的重新理解，催生了历史

人类学。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人类学很简单，就是

民间文献加田野调查。在这条路上我们是走了很

长时间的。”瑓瑠郑振满还谈到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

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

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

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

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

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

历史人类学了。”瑓瑡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

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厦门大学设立民间历史 文 献 研 究 中 心，自

2009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

至今已经举办七届。郑振满主编《民间历史文献

论丛》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 年推出

第 1 辑饶伟新编《族谱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

族谱主要是作为史料使用。至于族谱文本本身的

编纂、生产、使用和流传，以及与社会文化史之关

系等重要问题，则甚少受到学界重视。该书围绕

以上问题展开，尝试从“族谱的编修与生产”、“族

谱与时代变迁”、“族谱与宗族建构”、“族谱与地

方权力结构”四方面探讨族谱研究的新视野与新

的解读方法，并在总体上展现出今后族谱研究一

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2014 年推出第 2 辑郑振

满编《碑铭研究》，集中展示了中外学界近年来碑

铭研究的新最成果，全书分为碑铭的制作与流传、
碑铭与地域社会、碑铭与社会经济、碑铭与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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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碑铭与宗族组织 5 部分。2016 年又出版了第

3 辑刘永华编的《仪式文献研究》，内容分为宋代

法术与近代道教、道坛传承与系谱重构、仪式文本

与道坛科仪、儒家的宗教性。
梁洪生等著《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所收论文多

从微观入手，微观切入与宏观把握有机统一; 注重

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偏好方志、文书、谱牒等地

方史料，挚爱“小叙事”，以小见大，视角独特，资

料翔实; 写作态度端正，大多一丝不苟，丝丝入扣，

条分缕析。更可贵的是，部分作者不乏清醒而冷

峻地“鉴往事，知来者”的史家情怀。
社会史文献的研究，有诸多门类。契约文书

是重头戏，瑓瑢么小红著的《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

究》( 中华书局 2013 年) 一书充分利用敦煌、新疆

及黑水城出土的大量各类契劵( 包括少数民族文

字) ，结合传世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对借贷、买

卖、租佃、雇佣、收养、社邑、婚姻、奴婢等方面的契

劵关系，分门别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注重揭

示各种契劵关系的历史演变，探讨其内在变化规

律。陈敬涛著的《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的群体

及其观念行为探微》(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一书内容是: 契约中的当事人———以田宅契

约为例，契约中的保人———以主、保关系为视角，

契约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契约中的习俗和观念

之演变———以“沽各半”套语为研究对象，从古印

度到中土: 《百喻经》中的“债”字内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

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

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
《非佛经部分》《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俄藏敦煌

文献》等大型文献的出版，为全面深入研究西夏

与黑水城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杜建录、
史金波著《西夏社会文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分为西夏社会文书研究、释文两个部分。
刘道胜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 安徽人民出

版社 2008 年) 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

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

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

涵，对徽州宗教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明清

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阿风著的《明清徽州

诉讼文书研究》( 上 海 世 纪 出 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一书论述了徽州与徽州文书，徽州诉讼

文书的分类( 分别以存在形态、以诉讼过程为中

心) ，诉讼程序，徽州人的诉讼书证观念，徽州的

诉讼费用研究———以讼费合同文约为中心，明代

中期的山林诉讼———以成化年间《祁门县告争东

山刷过文卷抄白》为中心，宗族墓地、祠庙诉讼，

宗族争仆诉讼一以《不平呜稿》为中心。值得提

到的是域外文献，王振忠著《袖中东海一编开: 域

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 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15 年) 重点发掘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
日本唐通事史料以及近代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方言

文献，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将各类史料熔于一炉，

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嘱中外、盱衡古今，希望借此

推动中外交流史由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

化史向社会史的拓展。
社会史史料的研究利用方面，有人对当代社

会史资料建设问题提出看法，瑓瑣还有人对当代中

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状况做了回

溯。瑓瑤

社会史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契约文书的

出版，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 3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收录了从原始无文字契

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时期的民间契约

2500 余件，包括买卖、雇佣、典当、分家、继嗣、赠

送等多种社会经济活动，此外还收录了历代民间

模拟契约形式的“买地券”多件，从多方面反映了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经济形态、法律关系和文化

面貌。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7 年) 辑录来自厦门、泉州、闽北地

区、寿宁县及其他十县的各类民间文书近三千件，

所属时间自明万历年间迄 20 世纪 50 年代。所包

含文书之品种除大量的买卖、租佃等契约外，更有

数量较多、时间集中且归户性很强的警察捐收据

及工业捐税收据等，对该地区捐税史及工商业发

达史的研究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除了上述通

代或断代契约文书汇编之外，还有按照区域编辑

的文献汇编，清水江文书是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

侗族明末清初以来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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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文献，主要包括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方面的民

间契约和交易记录。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

江文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分别于 2007 年、
2009 年、2011 年出版三辑。曹树基、潘星辉、阙龙

兴等编《石仓契约》( 第一、二辑) ，分别于 2011 年

1 月、2012 年 8 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浙江

省松阳县石仓村，因其保留了完整的明清土地契

约、民间文书，以及从万历以来的大量明清古建筑，

从而在学术界与建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石仓的

土地契约可能是一个集中的村落群中保存契约文

书最为齐备，数量最多、种类最多且记载最为清晰

的村庄。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则属于家族性的。

徽州文书出版最多。刘伯山编著的《徽州文

书》自 2005 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第 1 辑，又

分别于 2006 年、2009 年、2011 年、2015 年出版了

第 2 － 5 辑，每辑共 10 卷( 册) ，收录的民间私人所

藏归户性文书是这套文书的特色，并附有诸多针

对归户文书所进行田野调查的实态照片。黄山学

院编辑的《中国徽州文书( 民国编) 》( 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10 年) 全 10 册，包括: 徽州人在徽州境内

形成的文书，非徽州籍人在徽州境内形成的文书，

徽州人在徽州境外形成的文书。李琳琦主编的

《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 安

徽师范大学出版 2014 年) 是对安徽师范大学图书

馆馆藏徽州契约文书进行整理、汇编而成，共分装

成 10 册。本书主要包括元代至清代徽州民间的

档案、契约、文书等数千余件。黄志繁编、邵鸿、彭
志军编的《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
(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18 册，以保持历史文献的

原始状态和更丰富的信息为原则处理清至民国婺

源县村落文献资料，希望能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

套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书辑录。全书收集清至

民国民间文书 3600 多份( 套) 9000 余张，以契约

为主; 另外，纳税凭证、状词和账本也有一定数量，

其余文献则五花八门，充分体现了乡村社会生活

的复杂性。文献种类有供词、招告、托书、合墨、包
书、包封、戏文、托字、杂单、手绘地图、分单、证明、
售货清单、保证书、符、当会契、修屋清单、聘礼、礼
单、药引、婚约、婚前财产公正、拼批等。从这些不

同类型的文书中，不难看出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

丰富性。吴秉坤著的《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

率资料汇编及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从黄山学院所藏的徽州文书中，整理出记录

有当时市场借贷利率数据的借贷文书，从时间、地
点、抵押物、利率、借贷额、借贷方等字段，将基本

数据汇总为徽州民间借贷利率数据表，并挑选一

部分契约文书原件作为附录影印出版。
宗族文献的整理硕果累累。上海图书馆编纂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3
年) 分为家族源流卷( 全 2 册) 、家规族约卷( 全 2
册) 、礼仪风俗卷( 全 2 册) 、教育卷、经济卷、序跋

卷( 全 2 册) 、凡例卷、诗文卷( 全 3 册) 、传记卷、
图录卷、漳州移民卷( 全 2 册) ，共计 11 卷、18 册、
1930 万字。该书所辑资料以上海图书馆的 2 万

余种藏谱为基础，再重点选辑国家图书馆等单位

所藏之谱。凡辑入的资料都直接来自于原始家

谱，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和独有性; 选辑还兼顾家

谱的地域性与姓氏差异，力求入选资料的多样性。
冯尔康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 3 册，天津古

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 年) 汇集了有清一代宗族

史的基本史料，关照到不同地区的宗族活动情形，

取材包括各种类型的图书文献，有清代的政书、史
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以及大量视觉史料，主

要是民间的族谱( 家谱、家乘、宗谱) 。卞利主编

的《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 黄山书社于 2014
年) 从现存公私藏 2500 多种徽州族谱中收集与分

类整理辑录，以明清时期( 1368 － 1911 ) 有关徽州

族规家法为主，酌情收录了民国元年至十年( 1912
－ 1921) 部分徽州族谱中的族规家法。

碑刻集不断出现。许檀编的《清代河南山东

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收录了清代河南、山东、直隶、山西等省

的商人会馆的碑刻资料，抄录整理了近 160 通碑

的碑文，内容涉及会馆创建的背景及创建会馆时

买卖地契的过程、捐款的明细、开支的明细等内

容，是研究中国近代城镇结构和市场发展的第一

手资料。萧用桁编著的《石上春秋: 泰和古碑存》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对江西泰和县境所存

的从宋到清、民国的碑刻进行征集、整理、拓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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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并对碑文进行析出，详加编排而成。收录碑刻

215 块、拓片 239 张。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

刻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内容分类

如下: 一、府署学宫类; 二、寺观庙宇类; 三、墓志铭

类; 四、宗祠社学类; 五、书院类、会馆类; 六、楼台

园林类; 七、公共工程类; 八、禁示规约类; 九、摩崖

石刻类; 十、其他类碑刻; 十一、中山大学碑刻。
档案。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

会史料辑刊》(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共 3 册，

3 百万字，属于大型资料集。本书对内容进行分

类，如家族家庭关系类、良贱关系类、流民类、民族

类等等。每类之下编入该类内容档案，每件档案

作案情摘要、所包含重要价值内容的诸总结词，如

地保报案、工价、地价、作物种植、合伙贸易、典当、
银钱比价、增租夺佃、找价、寡妇再嫁、过继、家产

分析、服属等级、寓居、习俗等等，以此作为出版物

的目录，以便利各专题研究者的查找利用。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北京采薇阁

书店合作，出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资料丛刊”，由凤凰出版社发行，2013 年以来已有

多种问世。计有《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

谱》分 32 册影印出版，《稀见姓氏家谱》第 1 辑 46
册、第 2 辑 50 册影印出版。《民国旅游指南汇

刊》56 册，《近代同学录汇编》35 册。2014 年又推

出民国时期山东福顺兴木头铺账册《产业史资料

富顺兴账册》17 册。2015 年推出大型资料集《中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 104 册) 出版，该大型资

料汇编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现代交通体系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动研究:

1881 － 1937”的阶段性成果，主编是项目主持人江

沛教授。

四、社会史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有益于开展教学科研。改革开放以

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最有学术活力的

领域之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

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清理以往的研究成果是十分

必要的，常建华、郭玉峰、孙立群、闵杰编著的《新

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 述》( 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

2009 年) ，冯尔康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

述》(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一书，清理了 1911
年 － 1986 年 6 月的研究成果，本书则为续作，反

映 1986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中国社会史的研

究成果。全书分综述、索引两编。上编综述，首先

综述社会史理论讨论，然后依照不同时代分四部

分概述了自先秦至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 下编

索引，分书目索引和论文索引，论文索引既有通论

性论文索引，又有断代性论文索引。本书是研究

中国社会史基本的工具书与教学参考书，分阶段

综述研究，并列有论著索引。常建华主编的《中

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为所选 24 篇论文配有“导读”以及延伸阅读目

录，是一部适合研究生与青年教师阅读的教研参

考书，选出 24 篇论著，基本上依照不同的历史时

段分组，各段大致依据论著发表先后排列。注意

从几个重要的社会史方面照顾到历史的连续性，

如宏观社会结构、宗族家庭亲属、社区与城乡问

题、宗教与民间信仰、礼俗习尚、绅士以及女性研

究、人口研究。池子华、吴建华主编的《中国社会

史教程》(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上编“社会史

理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史的理论知识，包括社

会史的学科体系，社会史的“邻里”关系，社会史

的资料及研究意义、方法，社会史理论研究现状及

其未来走向; 下编“社会史专题”包括: 中国早期

社会组织与婚姻家庭，秦汉基层社会控制，科举制

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明清社会转型概

论，明清士绅的文化权力，庙会与社会生活，铁路

与近代社会生活”，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慈善事

业: 社会稳定机制的一个侧面。瑓瑥姜明、吴才茂、杨
春君编著的《区域社会史概论》( 西南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5 年) 力图展现学术界区域社会史研究方

面的新成果和理论框架，并着重以贵州清水江地

区为例，通过对该地区现有的历史契约、碑刻、族

谱等的研究，展示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思路与方

法。该书上编是理论与方法，中编为民间历史文

献，下编是作为区域的清水江地区。
长期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将有关学科建

设的论文结集出版。冯尔康的《中国社会史研

究》( 天津人出版社 2010 年) 记录了冯先生授新

时期探索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步履，本书选辑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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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社会史文论，成为作者已有清代社会史、中
国宗族史除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文集。本论文

集的编排，按文章内容性质区分为五类，依次为社

会史理论、社会结构与农民、文化心态史、社会史

史料学、社会史与历史研究法，最后缀以附录三

篇。常建华的《观念、史料与视野: 中国社会史研

究再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是作者继《社

会生活的历史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初探》之后又

一本探讨中国社会史的文集。该书序言之外，分

为七组论文，即回顾与前瞻，岁时、禳除与心态变

迁，风俗与社会，社会史资料价值，碑刻与乡约，族

谱学研究综述，宗族研究综述。全书收录文章 26
篇。王先明著的《走向社会的历史学》( 河南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 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社会史

研究的基本理论、学科意义、研究对象和范畴、争
论热点等进行了辨析与深入讨论。全书共分 11
章，分别为: 史学危机与社会史的兴起、复兴的社

会史: 历史承继与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

研究、唯物史观与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与范围、社会史体系构建问题、社会史学: 学科的

历史定位、社会史的理论范畴、社会历史动力问题

再思考、关于区域社会史、跨学科走向与社会史的

新拓展，另附有: 当代国际史学的新朝向: 20 世纪

下半叶的西方社会史概述。行龙著的《从社会史

到区域社会史》(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收入有关

社会史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文章，分人口问题; 学科

构建; 视角转换; 山西社会四组文章，反映了作者

从人口问题切入中国社会史研究，再从社会史到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此外，李世瑜著的

《社会历史学文集》(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收

集了作者百余篇论文，主要介绍了作者的治学道

路、社会历史学之理论与实践讲稿、1947、1948 年

万全、宣化庙宇普查之方法论等，内容包括论文、
为他人著述所撰序跋、天津方言岛的研究、民俗学

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研究等。
一些社会史的研究机构，也推出了集体成果。

《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后专职

研究人员的论文集，该书首选在海外发表的论文，

收录论文 17 篇，附录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大事记

( 1999 － 2009 ) 。张国刚、余新忠主编的《新近海

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反映了海外的相关成果。李治安主编“基层

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年起推出，计有 9 种。定宜庄、汪润主编《口

述史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精选国内

外有关文章近 20 篇，旨在尽可能系统和全面地向

读者展现口述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基本理

论和学术规范。有鉴于口述史学实践性强的特

点，本书特别注意收集国内国外题材与风格各异

的口述史经典研究范例，以及研究者的经验体会，

展现口述史实践中诸多关键环节的操作过程、注
意事项，以期为初涉口述历史的读者了解口述史

学科和从事口述史实践，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借鉴。
常建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丛书》遴选

台湾学者的部分论著，以明清时期为主，反映了目

前社会史的研究现状。这一时期的资料远较之前

丰富，开展社会史研究较早，成果丰富，更能展示

出社 会 史 研 究 的 不 同 侧 面。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2010 年 7 月起发行，已出版于志嘉的《卫所、军户

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赖

惠敏的《清代的皇权与世家》、陈玉女的《明代的

佛教与社会》、巫仁恕的《激变良民: 传统中国城

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等。
近 10 年，中国社会史学会举行了 5 届年会，

这些研讨会的主题，也反映了学会与主办单位的

学术关注点。第 12 届年会由中山大学举办，主题

为“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第 13 届年会由聊城

大学主办，以“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为主题。
第 14 届由山西大学主办，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第 15 届年会由江西师范大

学主办，将“生命、生计与生态”作为主题。第 16
届由武汉大学、三峡大学举办，主题是“中国历史

上的国计民生”。其中第 13 届年会的论文集《区

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由王云、马
亮宽主编出版了。此前举行的第 11 届年会论文

集，即卞利、胡中生主编的《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

研究》( 黄山书社 2010 年) 也已出版。
此外，利用社会史年会的间歇期单数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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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

史研究中心牵头其他单位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 6 届。2005 年

在青岛举办的“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

讨会”，以“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
为主题; 2007 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第 2 届讨论

“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 2009 年在贵阳举行的

第 3 届“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

播”为主题; 2011 年在苏州举办的第 4 届讨论“近

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 2013 年在襄阳

举办的第 5 届讨论“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

型”; 2015 年在保定举办的第 6 届讨论“华北城乡

与近代区域社会”。还连续编辑出版了 7 辑“中

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

五、结语

几年前，我曾笔谈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

势，我认为: 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

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

势值得我们关注: 即社会史与全球史、物质文化与

日常生活的路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笔者

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

点: 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

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 其次是

要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

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 最后是强调

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
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

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瑓瑦现在我仍持这些

看法。
不过，我以为值得推广的还有从“三生”的视

角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2014 年举行的第十五

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

生命、生计与生态”，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日
常生活史学于一体，构成“三生”的问题意识。关

于生命史学，余新忠认为，“生命史学”的核心是

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

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

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

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

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瑓瑧王利华认为，

环境史研究除了系统地考察自然环境的历史面貌

外，尤应注重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生命护卫系统

的历史、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生态—社会组织的

历史。瑓瑨生态环境与人的结合，构成人与自然的关

系，作为历史学重点要考察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是

以生计为主的，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日

常活动，属于民生活动。“三生”视角的基本逻辑

在此，或许可以赋予中国社会史研究以新的学术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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