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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内外不断有研究徽州的学术专著问世，徽学研究呈现出兴盛的局面，旅居日本

的学者熊远报博士又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界·集团·ネットヮ―クと社会秩

序》一书，为徽学研究的殿堂锦上添花。 
 该书除了序章、终章外，分为两部四章。第一部《乡村社会交错的境域与集团》，由第

一章与第二章构成。第一章《清代徽州的村落图——农村社会景观复原的尝试》，使用徽州

地方志与族谱中村落图，论述了聚落的设施与居住形式、信仰与政治·文化的象征系统、社

会的结构和村落的整合等景观·象征问题，还讨论了村落与境域问题。第二章《归属与自主

之间——乡村社会组织》，探讨了徽州的宗族、联宗通谱和祖先史的再构成、地域社会组织

特别是会与乡约。第二部《冲突·纷争的乡村社会与国家》，由第三章与第四章构成。第三

章《村的纷争·诉讼及其解决——以清代婺源县庆源村为中心》，论述了村的纷争和乡村社

会的秩序、村的纷争处理（涉及中人、宗族、乡约与保甲、官府对纷争的处理）。第四章《清

代徽州地方地域纷争的构图——以乾隆时期婺源县西关坝诉讼为中心》，分为西关坝建设诉

讼案的成立与展开、地方行政与县内“中心·周缘”的构图、诉讼文书的揭示·批发·传送

和诉讼展开三节论述。该书还有三个附录，附录一：清代民国时期北京的水买卖业和“水道

路”，附录二：村落图资料和照片，附录三：文献目录。 
 作者熊远报，1963 年湖北省出生，1984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在华中师范大学

任教，后赴日留学，2001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并取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岸本美绪教授。

熊远报先生现为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副教授。我与先生相识于 1991 年在山西举行的中国谱牒

学研讨会，当时他提交的论文是《湖北地方新（续）修宗谱的若干问题》，关心农村社会尤

其是宗族问题。1995 年再次在日本见到熊远报先生时，他正在弘前大学从井上彻教授读硕

士学位，那时他对清朝徽州婺源人詹元相《畏斋日记》反映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诉讼问题感兴

趣。后来注意到熊远报先生在日本发表的论文题目，并得知他主要研究清代徽州社会与宗族。

因此，自己也算是比较了解熊远报先生研究生涯的人了。在拜读了熊远报博士的大作后，我

想从他的研究过程与问题意识谈些看法，以有助于读者了解该书。 
 熊远报博士对中国农村社会感兴趣，受到了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江村经

济》的很大影响，是通过该书理解中国村落社会的。由于《江村经济》主要讨论的是 20 世

纪 30 年代的中国江南村落，熊远报想对于传统村落、特别是当时村民大众的生存环境与具

体的社会生活这些生活常态进一步深入了解。自中国学者傅衣凌、日本学者藤井宏对徽州进

行的先驱性研究以来，徽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 20 多年间，随着徽州文书资料的大量

出版，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熊远报在该书的《序章》中认为，应加强对于徽州文书

解析方法、包含处理技术的方法论的创新和新认识的升华。徽州的具体研究中还存在着各种

具体问题，如有的徽学研究者考察徽州宗族制度、乡村社会的权力和秩序的构成时，强调徽

州乡村社会的封闭性。费孝通先生从一般的社会学的视角也指出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他们赋

予乡村社会以静态的性格，即人们的流动性和村落间的交流不多。这作为认识徽州的前提条

件是否存在，徽州的成长与外部的关连以及明中期以来社会变动如何把握，必须着力分析。

他认为这是徽州地域研究中极重要的课题。事实上，徽州社会是纷争多的社会，为了从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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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了解乡村社会的秩序构成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层的各种社会组织·集团的功能、

性格、作用力的范围、集团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探讨是必要的。 
作者带有上述问题意识，从以下三个角度接近明清时代的秩序问题。一是关注徽州地域

的村落图这种视觉史料，复原村落的外在景观和内在的社会结构。考虑经济、政治（国家权

力）的膨胀与收缩的变动、地域外的商业活动对徽州乡村社会景观形成的作用。二是把握网

络的形成过程和包含宗族基层社会的各种组织、集团，并探讨徽州社会的特质和人们的行动

原理。三是从纷争、诉讼社会冲突分析乡村社会的秩序状态及其结构和原理。 
 上述研究目的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与体现出来的，贯穿着对于史料的认识与研究方

法。熊先生开始对清朝婺源人詹元相《畏斋日记》感兴趣，是因为很难见到如此徽州下层士

人细致描写乡村社会实态的资料，他想借此进入古人的生活世界。他首先研究了《畏斋日记》

所记载的徽州婺源县庆源村的纷争情况，探讨“村的纷争及其解决”。不过虽然日记有助于

了解生活细节，但是史料比较孤立，要认识资料中的人和事，还需要结合反映地域社会的地

方志与反映家族状况的族谱资料。熊远报系统地阅读了有关徽州詹氏的族谱，从文献目录看

有 8 种之多，他探讨詹氏宗族，发现了詹氏建构祖先史的情形，并研究了与此相关连的联宗

统谱问题。熊先生也进行了徽州社会的田野调查，在婺源县图书馆发现了从未利用过的乾隆

二十五年编成的《吁控拆毁婺城西关石坝案卷》，于是从西关坝诉讼案讨论了徽州的地域纷

争问题。可以说，他的研究是问题随着资料展开，资料走到那里，研究就跟到那里。新资料、

真问题，使得熊先生的研究具有原创性。熊先生的研究是以詹氏、庆源村、婺源县为基点，

扩大到整个徽州府的，他利用资料也是如此。他还广泛利用了徽州的地方志、族谱与文书。

他研究徽州文书中抄招给帖和批发，就深化了人们对于民间诉讼文书由来和性格的认识。熊

远报的研究是以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的，也是试图将细致的资料处理和较大的问题意识结合

起来，有一种精细而不零碎、宏阔而不粗泛的学术追求。 
 熊先生的大作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在日本留学时间较长，他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

受到了日本学术的影响。他在出国前曾从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习，到日本后注意兼顾

中日两国的学术特色，终于写出了有学术深度的专著，能在日本的著名出版社出版，也说明

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在此，我们向熊远报博士出版该书送上迟到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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