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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
以 中国史研究为中心

森正夫

(爱知县立大学
,

日本爱知县
,

4 80 一 1 198 )

摘 要 : 文章以 中国史研究为中心
,

分析 了当前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前沿与方法
,

探

讨 了田野调查与历 史研究的关系
,

强调历 史研究要加强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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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着重从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角度
,

分

四点探讨
“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

这一问题
。

文

章后面的参考文献 目录是按照引用顺序排列
。

一
、

现代 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和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不同
,

当今 日本的中国

史研究
,

特别是明清史研究者们更加积极
、

广泛地

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
。

200 1年 3 月
,

滨 岛敦俊 出版 了 《总管信

仰—
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

。

该

书是讨论
“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

问题时特别值

得关注的研究
。

l% O 一 80 年代
,

滨岛从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

地区的水利和摇役 问题入手研究农村社会结构
,

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

滨岛在《总管信仰》一书

中提出
:
无法确认中国的明清时期存在农民之间

自然形成的村落共同体
。

特别是在中国找不到像

同时代的日本那样的以水利为中心的固定的共同

体式的关系或组织
。

然而
,

居住在农村的人们如

果不结成某种共同性的组织
、

进行共同性的活动

的话
,

就无法维持再生产
。

为此
,

滨岛从各种角度

研究农村社会
,

逐渐认识到在民间信仰和祭祀中
,

确实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的活动领域
。

80

年代以来
,

滨岛为验证这一观点
,

在长江三角洲的

3 2 个市
、

县
、

镇
、

村进行了多次访谈调查
,

并把访

谈调查和对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相结合
,

揭示出

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

的组织和共同性的活动领域
。

《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 》第 34 卷
,

是以滨岛

为首的大阪大学共同研究小组至 1994 年为止所

进行的田野调查 的成果
。

19 94 年以来滨 岛仍继

续进行 田野调查
,

前面提到的《总管信仰》一书便

是其研究的结晶
。

在这部著作里
,

滨岛敦俊把有

关长江三角洲农村的文献研究和作者本人在 日本

农村的生活体验相结合
,

提出研究假设
,

分析以田

野调查为基础的访谈资料和新发掘的资料
、

文献
,

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
。

这本著作运用独到的研究

方法
,

提出了关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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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学术见解
,

因而在学术界受到了高度评

价
。

在此书出版之前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
,

佐夕木卫等 5 名研究者在路遥等中

国研究者的协助下
,

对义和 团的故乡山东
、

河北
、

北京
、

天津农村的民间信仰与结社
、

集团进行了访

谈调查
。

其成果收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

文化—
日中共同研究

·

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

集》等著作
。

此外
,

最近三谷孝等利用 20 世纪 40 年代华

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
、

并对其后 50 年间农民生活

的历史和华北农村社会变革过程进行 了访谈调

查
,

其研究成果正在陆续出版
。

已出版《中国农

村变革与家族
、

村落
、

国家— 华北农村调查记

录》第 l 卷
、

第 2 卷
,

作者们对详细的访谈资料进

行了认真的整理
。

可以预想
,

今后在这些资料的

基础上
,

将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
。

《从村庄阅读

中国》一书便是其中之一
。

菊池秀明对广西移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地

调查
,

收集了大量族谱
、

碑文等资料
。

菊池根据这

些资料
,

研究作为太平天 国运动前史的明清时期

广西移民社会
,

于 19 98 年出版 了两卷本著作
,

其

中一卷是正编
,

一卷是资料编
,

后者正是作者进行

实地调查的产物
。

在进行实地调查时
,

菊池有意

识地不以访谈调查为重点
,

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收集边疆贫穷地区农家珍藏的
,

因而在以

往的历史研究中从未被利用过的资料上
。

两卷本

著作中的正编就是利用大量此类资料而取得的研

究成果
。

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的石拱桥景观

进行了全面调查
,

并结合乡镇志的记载
,

揭示 了石

拱桥建设的过程
。

上田信关于宁波郊外农村宗族

的研究
,

聂莉莉关于 中国东北地区宗族的研究都

运用 了访谈调查的方法
。

山田贤探讨了清代四川

移民的宗族组织和同乡组织的性质
,

以及宗族组

织和同乡组织在该地区社会中的作用
,

在研究过

程中
,

山田也考察了四川省云阳县的山寨
、

宗祠
、

同乡会馆的楼寨以及县城郊外镇子的景观并将其

用于分析
。

其后
,

上 田信调查了华北
、

华南的森林植被破

坏
、

沙漠化以及绿化的现状
,

揭示 了目前森林的生

态
、

环境状况
,

还追溯了以往的历史变迁
。

涩谷裕

子在以清代中期徽州府休宁县从事商品作物栽培

的棚民为对象的研究中
,

也注意到该地区森林的

状况
,

并对清代的碑文进行了实地考察
。

另一方

面
,

唐代史专家妹尾达彦与中国研究者一起
,

在黄

土高原进行了田野调查
,

并以位于考察地区南端

的汉
、

唐两朝的长安城遗址为对象
,

研究城市与灌

溉的关系
。

妹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了沙漠化产生

的原因
。

上田和妹尾的研究将实地调查与历史研

究相结合
,

有助于探讨现代中国的绿化和环境保

护问题
。

如上所述
,

在当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
,

研究

者们在中国研究者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协助下
,

广泛
、

积极地进行田野调查
,

因而不断有卓越的研

究成果问世
。

二
、

1945 年以前日本
、

中国以及 1945 年至

80 年代美国
、

中国的法社会学
、

社会人类学
、

社会学等领域中的田野调查及其影响

回顾历史
,

实际上在二战时和二战后
,

日本以

及其他国家的法社会学
、

社会人类学
、

社会学等领

域的研究者们已经在田野调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

对现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产生 了很大的影

响
。

本部分就这一间题作一 回顾
。

从 1940 年到 19 42 年
,

满铁调查班在社会法

学者末广严太郎博士的指导下
,

在河北省的 4 个

村落及山东省的 2 个村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

其目的是要揭示
“

中国社会中法律习俗
、

亦即现

实地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得以成立的法

律规范
” ,

以及有关道德
、

礼仪
、

宗教等的各种规

范
。

这一调查也称为华北农村惯行调查
。

调查的

结果即 6 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

由岩波书店

于 1950 年和 1 980 年两次出版
。

战后
,

日本的中

国史研究者们通过对这一调查的内容进行分析和

研究
,

提出了诸如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
,

在中国是否存在村与村的界线
,

中国的共同体与

日本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等等重要问题
。

尤其是

曾经直接从事惯行调查的旗田巍的研究
,

在衔接

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和战后史学中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

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为基础
,

产生了许

多研究成果
,

如古岛敏雄
、

幼方直吉
、

野间清等的

评论
、

村松佑次的 《中国经济的社会体制》
、

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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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陛的《中国法制史》等等
。

尤其是村松佑次的

著作尖锐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
。

华北农

村惯行调查不仅对 60 年代前半期以前的著作
,

对

此后直到 9 0 年代日本的中国明清史
、

近代史研究

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

众所周知
,

美国的黄宗智

用这一调查资料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
,

同时
,

还利

用满铁上海事务所在华中农村调查所得的资料分

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
。

此外
,

中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
、

社会学家费

孝通博士的研究成果
,

自 1945 年以前以至今日
,

也不断影响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

《中国的农民生活》 ( p e a s an t l i fe i n e h i n a )这

本广为人知的著作
,

是费孝通在英国社会人类学

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
,

出版于

19 3 9 年
,

正是他在整理
、

分析访谈调查基础上取

得的成果
。

费孝通的这部著作对战后 日本的明清

史研究
,

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

其中很多章节经常被人们引用
。

后来
,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80 年代初
,

费孝通

回到以前曾进行过调查的吴江县
,

与许多专家一

起在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
。

费孝通特别注意到农

村市镇在生产
、

流通中发挥的作用
,

于 1 984 年发

表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论文
。

费孝通早在

半世纪前的《中国的农民生活 》一书里就已注意

到了市镇的作用
。

这篇论文以及费孝通在此后发

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各种形式介绍到 了 日本
,

由大

里浩秋和并木赖寿以《江南农村的工业化 < 小城

镇 > 建设的记录 19 8 3 一
84 》为题译成日文

,

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
。

战争时期
,

社会学家福武直在华中进行调查
,

并在此基础上于 19 46 年完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

构造》一书
。

该书运用调 查资料揭示 了市镇
、

农

村的实际状况
,

并提出包括市镇
、

农村在内的地域

社会的理论框架
,

它对战后 日本的中国明清时期

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有着启发意义
。

此后
,

6 0 年代介绍到 日本的美国社会人类学

家施坚雅的论文 ( 中国农村社会的市场
、

社会结

构 )
,

也对 日本有关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

以及地理学中的市场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这

篇论文指出
,

在中国社会
,

居住在农村交易中心
“

集镇
”

周围村落里的农民
,

在经济上
、

社会上
、

心

理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
。

拥有这种统一体的地区

8 4

便是一个
“

标准市场
” , “

标准市场
”

与
“

中间市

场
” 、 “

中心市场
”

一起构成重叠的农村市场
。

施

坚雅的上述理论体系
,

是以他 1949
、

19 50 年在 四

川省华阳
、

金堂两县进行的社会调查为依据的
。

斯波义信在 1966 年发表的书评中
,

最早系统地介

绍了施坚雅的这篇论文
,

古岛和雄 19 7 2 年的论文

第一次运用施坚雅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
,

中村哲夫 1984 年的论文也运用施坚雅的理论分

析了华北农村市场
。
1 979 年

,

今井清一
、

中村哲

夫
、

原田良雄将施坚雅的论文全文翻译成日文
,

这

些都扩大了施坚雅的影响
。

如上所述
,

自 1945 年直至今 日
,

日本的中国

明清史
、

近代史研究是在许多田野调查的影响下

发展起来的
,

其中有 19 36 年费孝通在长江三角洲

农村进行的调查
、
1940

一 19 4 2 年的华北农村惯行

调查
、

同一时期福武直在华中农村进行的调查
、

19 4 9 年前后施坚雅在四川农村进行的调查
、

以及

19 8 0 年代前期费孝通的市镇 (小城镇 )调查等
。

三
、

在长江三角洲市镇从事田野调查

— 挫折与发现

进人 80 年代后
,

随着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

的推行
,

越来越多的日本研究者频繁地访问中国
。

笔者自己也与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
、

地理学的研

究者合作
,

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镇进行了田野

调查
。

田野研究的课题是
“

关于长江三角洲中小

城市— 市镇— 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学
、

地

理学研究
” 。

出于以下几个契机
,

课题小组选择了长江三

角洲的市镇为研究对象
。

第一
,

出生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日本的中

国研究者
,

受日中战争导致的两国断交等历史因

素的制约
,

4 0 岁之前一直是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

离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
。

因此
,

研究者对中国怀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
,

有

着一种强烈的愿望
,

那就是访问中国
、

接触中国的

风土人情
、

在中国生活
、

与中国人对话
。

这种发自

内心深处的愿望
,

成为我们从事田野研究的第一

个契机
。

第二个契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的 19 8 3 -

1984 年
,

笔者有机会接触到长江三角洲当时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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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的上海平原的自然景观
,

并在复旦大学

樊树志的指点下
,

访问了这个平原上有着悠久历

史的市镇
,

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

第三
,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战

后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中心课题
,

有必要调查

和探讨这一地区发达的市镇以及市镇间的网络
,

从而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阐明
。

我们对于长江三

角洲只限于文献上的抽象理解
,

而没有具体的感

受
。

体现长 江三 角洲特征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渠

道
,

对我们来说也只有来自书本的印象
。

第四
,

在 80 年代后期的名古屋大学
,

历史学
、

人文地理学
、

自然地理学三个相邻学科的研究者

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协作
、

开拓学术新领域的氛

围
。

名古屋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中国史学者
、

地理

学者们之间也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

然而
,

由名古屋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中国史学

者
、

地理学者共同策划的两校间的国际合作研究
,

最终并未能顺利进行下去
。

其结果
,

中国史和地

理学的研究者们仅仅以一个或极少数市镇为对

象
,

就各自的课题集中进行了调查
。

基于这样的

调查情况
,

研究者们只能个别地交流研究成果
,

尚

未弄清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形成过程以及市镇网络

所具有的意义
,

研究便草草结束了
。

不过
,

虽然原先的计划未能实现
,

我们却尝到

了从单纯的文献分析中体会不到的田野调查的乐

趣
。

按照原先的计划
,

笔者要研究的是计划调查

的两个市镇之一的上海市朱家角镇的行政机能
、

以及它对周边农村的行政统辖机能
,

关于这些课

题的调查未能充分进行
。

相反
,

通过对多年从事

商业工作的有关人员 的几次采访
,

笔者了解到在

解放前后有关
“

米行
”

的非常有趣的事实
。

以这

些事实为中心
,

参照 19 90 年出版的 ((青浦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以市镇的流通机能为主线
,

研究并撰写了自明代后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四百多年间江南市镇的通史
。

虽然我们没能按计划对长江三角洲市镇进行

调查研究
,

但是从失败中发现
,

伴随田野调查而得

到的各种新发现
、

新经验
,

以及与地理学等相邻学

科的协作研究
,

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广泛的前景
。

由中国史学者津 田芳郎
、

稻田清一和森正夫
,

自然

地理学者海津正伦
,

人文地理
、

经济地理学者石原

润
、

林上六人合著的《长江三角洲市镇研究—

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角度》一书
,

就是在这样的

过程中诞生的
。

四
、

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所孕育出的课题

最后
,

笔者想就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

作一个总结
,

其中也将涉及到一些上文没有提到

的问题
。

笔者关心的问题是
“

田野调查如何对历史研

究产生功效
” ,

或者说
“

田野调查作为历史研究的

方法具有的功效
”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

意图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来开拓东方学研究的新

方向
。

不过
,

笔者想从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 的关

系这一角度出发
,

提几点看法
。

第一
,

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
,

而

田野调查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

因此
,

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共通性
。

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就是通过检证以往的历

史
,

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
,

并且以过去为参照
,

摸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

就这一点而言
,

可以

说田野调查也是与此相一致的
。

以田野调查方法

的开创者而著称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

在为他的弟子费孝通的《中国的农民生活 》一书

所写的序文里
,

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对当时中国农

村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并著成专

著
。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
,

社会人类学和作为其研

究方法的田野调查
,

本身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

目的
。

在探讨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二者关系的时

候
,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二者都与现实
、

实践有着密

切的关联
。

无论是从事历史学研究还是从事田野

调查
,

研究者都不应该脱离 自身生活着的现代社

会所面临的问题
。

的确
,

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

问题相结合并非易事
,

但是学者们必须经常保持

这样一种强烈 的意识
。

第二
,

日本人研究作为外国史的中国历史
,

以

及作为外国人的日本研究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

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

换言之
,

也就是 日本的中国

史研究以及以中国为对象的田野调查
,

到底面临

什么样的现实课题
。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或

者研究中国的环境
、

生态史的时候
,

从某种意义上

说
,

其研究对象属于现代
,

而且研究对象与日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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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明确的关联
,

因此现实的课题就显得十分清晰
。

例如
,

近现代日中关系中所包含 的政治问题便是

一个无法 回避的现实课题
。

在研究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
,

特别是

对我们外国人来说
,

考虑什么是现实的课题决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

然而
,

比如 日本文化和 日本社

会在东亚世界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 日本文化和 日

本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
,

实际上不正是我们 日本

人所面临的课题吗? 对研究明清时期或宋元时

期
、

甚至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来

说
,

这些课题恰恰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

第三
,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所具有

的卓越的中国特质的问题
。

中国以其丰富的文献

收藏量而素有文献之国之称
,

然而
,

其实有不少问

题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就无法弄清楚
。

在第一部

分里介绍的滨岛敦俊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
,

在文

献里几乎没有记载
。

第四
,

历史学有必要全面摄取在与之相邻的

地理学
、

民俗学
、

文化人类学
、

社会人类学中业 已

确立的田野调查的方法
。

摄取田野调查的方法及

其成果
,

有助于给历史学开辟新的未来
。

然而
,

摄

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

最近
,

长期与滨岛从事

共同调查的片山刚
,

在须藤健一主编的 《走田野

调查之路一一 -人文学科研究者的知识与经验》一

书中
,

阐述了有关田野调查与历史学之关系
、

以及

如何运用作为历史学相邻学科的田野调查的方

法
。

第五
,

必须指出
,

在发掘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

文献资料时
,

田野调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中国

的研究者
、

学术界十分积极地从事着地方资料的

发掘
、

整理和 出版工作
。

这些虽然没有被称为田

野调查
,

但无疑它们确实是田野调查
。

在这个意

义上
,

近几年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成果— 徽州

文书
、

巴县档案
、

以及福建宗教碑文的收集
、

整理
、

研究和出版也可以说是田野调查
。

在 日本
,

黑 田

明伸最早利用了 (( 退想斋日记》
。

这部 日记由山

西大学的研究者乔志强发掘
,

是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中叶出自山西省赤桥村读书人刘大鹏之

手的珍贵记录
。

这正是田野调查的产物
。

第六
,

必须指 出
,

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就

带有田野调查的性质
。

这一工作本身并不是实地

社会调查意义上的田野调查
,

然而
,

比如在进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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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性的调查活动时
,

从大的角度研究某一文献资

料的内容和性格
,

也可以称之为田野调查
。

夫马

进等有关《使琉球录》的共同研究
,

就具有这样的
J

性质
。

第七
,

文献资料的使用方法本身就具有田野

调查的性质
。

岩井茂树广泛涉猎现代中国的报

纸
、

杂志
、

广告
、

行政
、

财政资料
,

使用
“

原额主义
”

(维持初定税额的财政制度 )这一概念
,

揭示 了自

明清以来跨越各个时期的中国财政体系的结构特

征
。

这种灵活运用现代文献资料的方法
,

也是值

得注 目的田野调查方法
。

结 语

除了本文提到的问题之外
,

还有诸如田野调

查在地域史叙述中的作用等问题
,

对此难以全面

讨论
。

作为本文的结语
,

笔者想重申一点
,

那就是

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二者在学术或方法上具有相

近的特性
。

日本优秀的中国思想史学家
、

已故的岛田虔

次先生在日中邦交尚未建立
,

因而 日本人无法前

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 1 962 年就曾经说过
: “

中

国研究如果不接触活生生的中国的话
,

它便无以

成立
。 ”

从根本上说
, “

接触活生生 的中国
” ,

就是

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踏上中国的大地
、

接触中国

社会
、

接触中国人
。

从广义上说
, “

接触活生生的

中国
” ,

也就意味着 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
。

本来
,

中国史研究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
,

也是

历史研究的一部分
。

中国人从研究本国史的角度

研究中国史和外国人研究中国史
,

两者的出发点

自然不同
。

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关系并不是简

单能理清的问题
。

然而
,

就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

而言
,

岛田的发言提示 了中国史研究与田野调查

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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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 76 年忆所收
.

〔40 」小山正明
.

明末清初刃大土地所有一 七 < 二̀江南尹斗夕地

带含中心 赶匕万一 史学杂志
: “ 一 12

·

67
一 1

,

1 957
·

58

年
: 内色

、

小山正明
.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

东京大学出版

会
,

19 92 忆所收
.

【41 ] 滨岛敦俊
.

明代江南农村社会内研究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 8 2
.

【42 〕费孝通著
.

大里浩秋
,

并木赖寿靓
.

江南农村内工业化
“

小

城镇
”

建设内记录 19 83 一 84
.

研文出版
,

19 8 .8

【43 〕宇野重昭
,

朱通华编
.

农村地域内近代化七内凳的凳展论

一 日中
“

小城镇
”

共同研究一 国际书院
,

1 99 1
.

[44 」Sk inn er
,

G
.

W
. , “

M ark
e t i n g an d s oc ial St ru e

恤
i n R u

arl e hi
-

n a , , ,

hT
e Jou m al Of A s i a n s tu di e s

,

v o l
.

x X IV
,

N o
.

2
,

r e b
.

19 6 5 ; V OI
.

X X IV
,

N o
.

3
,

M叮 196 5

〔45 」〔邦朗 〕今井清一
,

中村哲夫
,

原田良雄祝
.

中国农村内市场
·

社会构造
.

法律文化社
,

19 79
.

【46 〕斯波义信
.

G
·

巾才 1) 7 入 又午士一著 中国农村社会忆打

汁石市场
·

社会构造 I部
·

11 部
·

m 部
.

《东洋学报》49 一

2
·

批评 七绍介
,

19 66
.

【47 ] 百潮弘
.

清代直隶青县市场共同体杂考
.

东洋史研究
:

2 7一 3
,

19 6 8
.

【48 〕古岛和雄
.

旧中国忆打 l于石土地所有 七于内性格
: 山本英

夫
·

野间清编
:
中国农村革命内展开

.

了少 7 经济研究所
,

197 2
.

。 鸟
、

古岛和雄
.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

研文出版
,

19 8 2 右二所收
.

【49 」中村哲夫
.

清末华北丙农村市场
:

野沉丰
,

田中正俊编
.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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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国近现代史 2
·

义和团运动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 978
.

仁5例 中村哲夫
.

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
.

法律文化社
,

19 84
.

仁51 〕石原润
.

定期市研究忆打汁乙诸问题一特忆都市发达史己

内关连忆朽协 t 一 人文地理 20 一毛
,

19 68
.

〔52 ] 石原润
.

华中东部忆打汁乙明
·

清
·

民国时代内传统的市

( m a rk e t ) l乙。 ` 、
丁

.

人文地理 32一3
,

19 8 0
.

【53 」石原润
.

定期市内研究
:

机能七构造
.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19 8 7
.

【54 ] 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 90
,

〔55 〕森正夫编
.

江南尹沙夕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力
、

乌内

接近一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199 .2

〔56 〕森正夫
.

19 88 年夏江南尹斗夕小城镇纪行
.

名古屋大学文

学部研究论集
:

史学 36
,

19 90
·

汇57 子森正夫
.

现代中国刃镇仁打汁石居民委员会七住民内生活

意识一上海市育浦县朱家角镇丙场合一 和田博德教授古

稀记念 明清时代内法七社会
,

汲古书院
,

199 .3

〔58 〕森正夫
.

19 30
·

40 上海平原农村忆打汁石宅地所有忆勺 p

下
.

名古屋大学文学 部研究论集
:
史学 38

,

199 .2

〔59 〕森正夫
.

中国前近代史研究忆朽汁乙地域社会内视点一中

国史夕 夕术少巾八 < 地域社会刃视点一地域社会七 lj 一犷

一 >
基调报告

.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
:

史学 28
.

19 82
.

〔60 」稻田清一 清末江南忆招汁石一乡居地主内生活空间
.

史

学杂志
,

99 一2
,

19 00
·

〔61 〕稻田清一 清末江南内镇董忆。 协下
.

森正夫编
.

江南尹

沙夕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力
、

仑内接近一 名古屋大

学出版会
,

1992
.

【62 〕斯波义信书评
.

森正夫编
: 江南尹沙夕市镇研究一历史学

己地理学力
、

乌内接近一 工 习 / 之又 卜
,

1卯 3年 1月 12 日号
.

〔6 3] 斯波义信
.

中国都市史
:
东洋丛书 9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2( X)2

仁64 〕须藤健一编
.

7 才一儿 卜口一夕套步 <一文科系研究者内

知识七经验
.

磋峨野书院
,

19 97
.

〔65 」片山刚
.

各论一 7 了一沙 F口 一夕刃
“

协康
”

一文科系研究

者 38 人内事例
·

5 历史学
.

(须藤健一前揭书 )

〔6 6 〕稻 田清一 清代江南忆扫汁石救荒七市镇一宝 山县
·

嘉定

县内
“

厂
”

奋志 ( 。 下一 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 86
,

1 99 3
.

【6 7 1 稻田清一 清末江南忆朽汁石
“

地方公事
”
己镇董

,

甲南大

学纪要文学编 1 00
,

19 9 9
.

「6 8〕佐藤仁史
.

清末民国初期忆打汁乙一在地有力者七地方政

治一上海县内乡土资料忆即匕下
.

东洋学报
,

80 一2
,

19 98
.

【69 〕森正夫
.

江南尹沙夕内乡镇志忆。 协下一明后半期 全中心

忆一 小野和子
: 明末清初内社会七文化

,

19%
.

[ 70 〕森正夫
.

清代江南尹少夕内榔镇志 之地域社会
.

东洋史研

究
:

58 一 2
,

19 99
.

仁71 」王红欣
,

周绍泉主编
.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花山出版社
,

1燮刀
,

[ 7 2] 臼井佐知子
.

徽州文书七徽州研究
.

森正夫等编
:

明清时

代史内基本问题
,

汲古书院
,

1 99 .7

〔73 〕唐力行
.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

安徽大学出版

社
,

1 99 .9

仁74 」中岛乐章
.

徽州文书研究内展开
.

明代乡村内纷争己秩序

第 1 章
.

汲古书院
,

2 00 .2

仁7 5] 郑振满
,

丁荷生编
.

福建宗教碑文汇编 (兴化府分册 )
.

福

建人民出版社
,

199 .5

〔7 6 ] 刘大鹏著
,

乔志强标注
.

退想斋日记
.

山西人民出版杜
,

l奥刃
.

「77 」石并进
.

中世内村含步 <
:

朝日选书硼
.

朝日新闻社
,

加印

【78 ] 黑田明伸
.

20 世纪初期太原县忆再 乙地域经济刃原基
.

东

洋史研究
,

54 一礴
.

【79 〕夫马进编
.

增订 使琉球录解题及挤研究 榕树书林
,

19 99
.

〔80 〕岩井茂树
.

摇役七财政内南协灯一中国税
·

役制度内历史

的理解忆打汁下 (一 ) 一 (四 )
.

经济经营论丛 28 一礴
、

29 一

l
、

29 一 2
、
2 9一3

,

199 4 年 3 月
、
6月

、

9 月
、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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