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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 

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11 月 8 日，学术研讨 

7：00 早餐 （地点：白鹿会馆一楼宴会厅） 

8:30——9:10 开幕式（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会场，主持人：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艳国教授） 

1、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田延光教授致欢迎词 

2、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教授致开幕词 

3、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院长万振凡教授做会议筹备说明 

 

9:10——9:30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地点：白鹿会馆前） 

9:30——9:45 茶歇（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会场走廊） 

  

9:45—12:00  主题发言（每人 25 分钟，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会场，主持人：梁洪生教授） 

1、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晚明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和精神风貌 

2、郑振满（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探寻日常生活的脉搏 

3、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研究评弹与江南社会 

4、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生命、生计与生态：清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以 108

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5、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晚清徽州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的嬗变  

 

12:10 午餐（地点：白鹿会馆一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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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40 分组讨论（分组讨论每人发言原则上 10 分钟，主持人可根据小组文章数量进行调整。

全部发言结束后，评议人点评 15 分钟，剩余时间回应与提问） 

  

14：00—15:40 分组讨论上半场 

第一组 （地点：白鹿会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评议人：陈时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1、吴雪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生态、经济格局与乡村互动模式——对明清两湖移

民社会的考察 

2、郭福亮（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从客居“王裔”到入籍“平民”：德州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

认同 

3、阿 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代棚民与徽州地方社会——《嘉庆十八年祁门县讯稿》考析 

4、张  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清初台北地区永定籍移民的合股生计与族群意识 

5、肖文燕（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华侨与侨乡生活的嬗变——以清末民国时期客都

梅州为例 

6、徐华炳（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海外中国移民的个体行动抉择分析——以旅欧温州人为例 

  

第二组（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中型会议室） 

主持人：钞晓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评议人：衷海燕（华南农大文法学院） 

1、谢宏维（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明代中后期的自然灾害与民间救助 

2、徐文彬（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明清福建生态演变与虎患 

3、张 玮（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1927-1932 年间的陕西旱灾 

4、晏雪平（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1930 年代江西稻作螟害及其治理—兼论近代农业科技的推广 

5、蔡勤禹（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民国时期应对海洋灾害措施探究 

6、叶宗宝（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疫病防治工作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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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海嘉（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危机中的责任与市场：抗战大后方“日机轰炸”与重

庆电力公司的因应 

  

第三组（地点：知行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刘道胜（安徽师大历史与社会学院） 

评议人：梁勇（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依凭城社：明代北京的在地势力 

2、邓庆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初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州卫纠纷 

3、田  宓（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清代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以“归

化城土默特”为例 

4、魏  影（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论清代京旗回屯及其影响 

5、潘洪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清代驻防旗人借贷问题初探 

6、邓玉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消闲与环境：清代皇家园林与生态资源 

  

第四组（地点：知行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吴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评议人：罗桂林（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1、张笑川（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路仕忠（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政治性、

日常性与现代性：民国苏州公园与城市生活  

2、丁 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洋政府时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研究——以北京为例的考

察 

3、彭志军（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公”“私”分明：民国时期苏州的公共舆论——关

于救火汽车伤人事件的考察 

4、杨学新（河北大学）、王晶（河北大学工商学院）：近代城乡互动发展范式研究—“天津—高阳”

为例 

5、张立程（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黄炎培与卢作孚的人际交往 

6、周宇清（内江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生态与自由报人林白水的人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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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5 茶歇（地点：各小组会议室外） 

16:00——17:40 分组讨论下半场 

第一组（地点：白鹿会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评议人：谢晓辉（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1、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 

2、王  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 

3、赵新平（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清末民初晋北庙会与民众精神生活 ——以忻州地区为例 

4、赵英兰（吉林大学文学院）：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 

5、刘  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民国辽宁地区乡村生活及其改造——以村庙为路径的考察 

  

第二组（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中型会议室） 

主持人：张佩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评议人：章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1、陈金凤（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商人诗”所见唐代商品经济生态及其士人的商人观 

2、陈青松（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农业考古》编辑部）：元末明初庐陵张昱在江南的流寓生活 

3、黃  芸（南京大学哲学系）：明代南昌府阳明学社社群 

4、赵崔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政教研部）：明清闺塾师的游学 

5、刘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周隽雯（昆士兰大学历史系）：明季江南士人的平民化趋势 

6、丁修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明代举人述论 

7、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20 世纪 30年代的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之争 

8、钟  健（浙江大学历史系）：国民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以 20 世纪四十年代龙泉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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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地点：知行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评议人：杜靖（青岛大学法学院） 

1、王小健（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性与国家：论荀子的性恶论与国家观念 

2、李晓方（赣南师院研究生部）：“阳明过化之地”与“节义文章之乡”：明清瑞金县志对地方形

象的建构 

3、胡克诚（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沉涸之间：明清以来山东南运湖河区域 “沉粮地”的历史与

记忆 

4、洪煜（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刘永广（上海师大人文学院）：话语、叙述与历史记忆——近代无

锡滩簧形象建构与自我救赎 

5、夏  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环境史视野下“飞蝗避境”的史实建构 

6、周  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知识考掘学与文化类型研究 ——以晋南地区“四社五村”为

个案 

  

第四组（地点：知行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系） 

评议人：王福昌（华南农大文法学院） 

1、李晓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海洋环境与盐场生计——以明中后期广东归德、靖康盐场

为例 

2、叶锦花（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灶户制度变革与盐场经济变迁——以明清福建晋江浔美场为中心

的讨论 

3、陈志国（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濒海之地与盗寇之患：明代香山的空间格局与海上世界 

4、郝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契约所见清代晋西北土地价格探析 

5、王福应（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明清到民初山西忻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评估 

6、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19 世纪徽州乡村的土地市场、信用机制与关系网络 

7、廖华生（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明清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18:00  晚宴（地点：白鹿会馆一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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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  学术研讨 

8:30——10:10 分组讨论上半场 

第一组（地点：白鹿会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阿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评议人：廖华生（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 

1、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命案屍場：清代江南地方政府的刑事操作 

2、吴佩林（西华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拦留：《南部档案》所见清代地方社会的纠纷解决——以《南

部档案》31份“拦留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3、毛立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与性别——从《南部县衙门档案》看州县司法档案中

的女性建构 

4、谢晓辉（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从“擅入苗地妄拿苗人案”看清代湘西之苗例与神判 

5、刘诗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清代“水面权”之转让：鄱阳湖“卖湖契”和“租湖字”研究 

6、唐仕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北洋时期基层社会的缠讼：李希明与荣坤等地亩互控案 

 

第二组（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中型会议室） 

主持人：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 

评议人：邓庆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 

1、侯  鹏（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明清时期浙江里甲体系的改造与重建 

2、凌  焰(龙岩学院客家研究院)：从五隅公所案看清代萍乡的五隅组织 

3、刘道胜（安徽师大历史与社会学院）、凌桂萍（安徽师大历史与社会学院）：晚清祁门县保甲设

置与村落社会 

4、罗桂林（南昌大学历史系）：清代福建贡川镇的“城局”与地方政治——以《贤祠书册》为中心 

5、杨品优（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明清江西的省仓 

6、李平亮（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清中叶江西的会社组织与乡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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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地点：知行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张笑川（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 

评议人：邹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姚春敏（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精英的尴尬与草根的狂热:多元视野下的上党三嵕信仰

研究 

2、代洪亮（济南大学政管学院）：生命与信仰的冲突：泰山舍身研究 

3、宋燕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仙女、孝女与战争——晋东南二仙信仰在宋金时期的形象及传

说转换 

4、裴一璞（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白鹿化龙：从宋代四川盐神信仰看官民盐权分配的博弈 

5、吴小红（江西师大文旅学院）：宋元时期龙虎山道士对民间信仰的利用和扶持——以贵溪自鸣山

神为例 

6、张传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叶落归根：明清归葬礼俗考 

7、饶伟新（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礼下庶人：明清以来华南乡村社会的生命礼仪与族

谱编纂 

8、李俊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京西妙峰山看晚清礼俗教化的变迁及其困境 

 第四组（地点：知行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评议人：罗艳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游欢孙（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南宋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与景观地理变迁 

2、章  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断裂与传续：元代徽州路仕宦家族的演变 

3、杜  靖（青岛大学法学院）：战争、迁徙、复业原籍与宗族再造——以 12 世纪至 17 世纪的宿州

闵祠村闵氏宗族为例 

4、翟爱玲（洛阳理工大学社科系）：由家族及乡里社会生活环境：解读明代名臣刘健政治形象的塑

造 

5、陈时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一经之传及其变易：明清江西安福县邹守益家族的科举生活 

6、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余丰（厦门大学历史系）：19世纪以来厦门白氏家族的海洋发展 

10:10—10:2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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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2:00 分组讨论下半场 

第一组（地点：白鹿会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赵英兰（吉林大学文学院） 

评议人：冯玉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赵秀丽（三峡大学期刊社）：明代才女薄命研究 

2、王建华（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管系）：明清时期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研究 

3、胡中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礼法与俗尚：清代徽州女性葬礼探讨 

4、王云（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从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看清末民初民间戏班和演艺生活 

5、朱小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论平民的日常地位——基于民国时期苏州轿妇的案例 

6、路彩霞（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近代羊楼洞女性的工作、生活与日常 

  

第二组（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中型会议室） 

主持人：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评议人：夏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1、万义广（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秦汉农商对立观念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2、黄今言（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两汉时期民间的扶贫与互助 

3、黄鸿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财政资助与清代江浙育婴堂的官办化问题探析 

4、王玉朋（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清代南京官办慈善事业——以普育堂的运作为中心 

5、王  燕（宁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试论晚清杂税的不确定性特征 

6、岁有生（商丘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民国时期河南的县财政与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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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地点：知行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 

评议人：尹红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黄伟英（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革命”与新政权：1949－1956 年赣南乡村政治秩

序分析 

2、黎志辉（江西师大文旅学院）：革命运动中的生计危机——以江西苏维埃革命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3、王玉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朱蓉蓉（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地区渔业社会主义改造评析 

4、李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世纪的中国：人口大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5、吴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992—2002 年中国社会建设的十年探索 

  

 

第四组（地点：知行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陈锋（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评议人：田宓（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1、李  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明清时期江北运河浅涸及原因分析——以运河旅行日记为中

心 

2、吴  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漕运线路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格局变动 

3、李书源（吉林大学文学院）：铁路与近代东北区域经济差异（1898-1931） 

4、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生计与生态变迁 

5、梁  勇（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厘金局与地域社会的变迁 

6、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被忽略的力量：论传教士在近代西北社会现代化中的贡

献 

  

12:10 午餐（地点：白鹿会馆一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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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30 分组讨论上半场 

第一组（地点：白鹿会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郝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评议人：唐仕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1、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生命史学：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蠡探 

2、冯玉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 

3、谢  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国民政府治理甘肃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4、赵  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戒毒工作与方式看禁烟问题——以民国时期浙

江省为例 

5、谭备战（河南中医学院思政部）：建国初期卫生方针的确立：以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为例 

6、李德成（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医疗——社山村村庄医疗发展的个案

研究 

7、万振凡（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建国以来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策略反思 

  

第二组（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中型会议室） 

主持人：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评议人：李晓方（赣南师范学院研究生部） 

1、于文杰（南京大学历史系）：西方生态思想的历史形态及其启示 

2、梁家贵（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生态、社会环境变迁与捻党兴起 

3、申红星（新乡学院历史系）：清代豫北地区环境与民众生活述略 

4、吴启琳、刘文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地域环境与清末抚州农业经营方式之选择

——以《抚郡农产考略》为中心的考察 

5、王福昌（华南农大文法学院）：生态、生计与制度规范——明清以来江西寻乌公共土地的兴起和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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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地点：知行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评议人：黎志辉（江西师大文旅学院） 

1、罗艳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明清时期的县城：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 

2、廖艳彬（南昌大学历史系）：国家、社会与地方水利系统管理——以明清鄱阳湖流域为中心 

3、衷海燕（华南农大文法学院）：民国珠江三角洲的水利生态与沙田开发——以中山县平沙地区为

中心 

4、李小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近代贫民工厂之发展演变 

5、尹红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国时期农民负担的两种计量及分歧 

6、王  煦（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官、商、民的博弈——1928-1937 年的北平电灯减费问题 

  

第四组（地点：知行楼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评议人：李晓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经商有道：《交易须知》所见晋商的职业观 

2、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晚清徽州墨商的经营文化 

3、魏文享（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自由职业者”的社会生存：近代会计师的职业、收入

与生活 

4、张芳霖（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展览、营销与合作：1936 年浙赣特产展览会研究 

5、张彦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民国时期牙帖制度研究 

  

15:30—15:4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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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7:00 分组讨论下半场 

第一组（地点：白鹿会馆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卞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评议人：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 

1、钞晓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泾渭清浊：清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 

2、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评述 

3、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近代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论争 

4、冯军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崛起和发展 

  

第二组（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中型会议室） 

主持人：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评议人：潘洪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1、陈 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清代前期的杂税 

2、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 

3、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与保护及江西现态初步考察 

4、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系）：私盐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组（地点：知行楼一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朱小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评议人：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1、乔  南（山西财大晋商研究院）：传统商业中的认知学徒制教育模式分析——以明清山西商人为

例 

2、王玉坤（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晚清一个徽州塾师家庭的日常生计——以《光绪间祁

门胡廷卿账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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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佩国（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从社区福利到国家事业——清末以来乡村学校的公产及经费来源 

4、袁滢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由“国治”到“乡治”的桥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的

乡村师范学校 

5、邹  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1935年保学在婺源的推行及其折射的社会变迁——以《徽

光》杂志的记述为中心 

 

第四组（地点：知行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张芳霖（南昌大学历史系） 

评议人：晏雪平（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 

1、吴  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区农耕化：明清时期鄱阳湖区域“鱼米之乡”的形成 

2、赵艳霞（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管系）：民兵职能转化与农民的政治化——以太行民兵为中心的

考察 

3、郑清坡（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世纪凿井灌田与农业结构调整：以冀中定县为例 

4、赵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与实践：农业传教士与中国农业现代化 

5、罗衍军（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男女平等还是劳动平等 

  

17:20——18:00 闭幕式（地点：白鹿会馆二楼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