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的学科建构  浓郁的江南特色 

——《中国社会史教程》述评 

代 华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史由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逐渐日趋兴盛，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

域中的热点之一。其研究队伍之庞大，学术成果之丰硕，是有目共睹的。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些

高校也纷纷招收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这就为社会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贮存了后备力量。然而，社会史

教材建设相对滞后，这和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红火局面很不匹配。在此背景下，池子华和吴建华两教授组

织了一批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版，以下简称《教程》）一书。作为“苏州大学研究生优秀教材建设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这部

35 万言的著作，将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高校教材的系统性和可读性，又有专著

的学术性和严谨性，为我国高校社会史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一部难得的教材，弥补了社会史方向研究生没

有专业教材的缺憾。
①
对于高校研究生或有志于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人来说，《教程》既是他们从事社会史

学习的可靠向导和引领者，同时，它又对我们深化和扩大社会史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一 

《教程》除“序”和“前言”外，由上编“社会史理论”和下编“社会史专题”两部分组成。 

上编共分四章（第一、二、三章池子华撰写，第四章池子华、姚惟尔合撰），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史

的理论知识。第一章“社会史的学科体系”，主要讨论了社会史的内涵和学科体系。通过对学科体系的

构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得以清晰地展现。第二章“社会史的‘邻里’关系”，分析了社会史与

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既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又厘清了其中的差异。第三章“社会史的资料及研究

意义、方法”。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素材和基础。“因此讨论社会史史料，既是社会史的理论建设问题，也

可以视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组成部分。”
②
扩大史料的范围和种类，对深化社会史研究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第四章“社会史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分析了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对深化社会史理论研究提出

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尤其主张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对话。 

下编共由九章构成，每章是一个社会史研究的专题，其内容是上编社会史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即

第五章“中国早期社会组织与婚姻家庭”（周书灿撰写）。本章则是对先秦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和婚姻、

家庭、宗族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先秦社会面貌提供了参考。毕竟“研

究社会史，我们必须从人口、家庭、宗族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和细胞入手”。
③
第六章“秦汉基层社会控制”

（臧知非撰写），主要讨论了户籍制度和乡里组织。秦汉时期，统治阶级利用户籍和乡里组织等制度来

约束和管理民众，最终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七章“科举制下进

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吴建华撰写），探讨了进士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社会功能。

在社会上，进士群体虽享有种种特权，但他们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深刻

影响。第八章“明清社会转型概论”（余同元撰写），主要论述了明清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及开端，并分

析了明清时期社会转型曲折缓慢的深层次原因。第九章“明清士绅的文化权力”（徐茂明撰写），展示了

明清时期士绅阶层文化权力的表现及其丧失的历史场景。显性文化权力虽然由于时代的变革而丧失殆

尽，但隐性权力却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章“庙会与社会生活”（朱小田撰写），主要讨论了庙会与民间

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演进，庙会的宗教性与其衍生的商业活动并存。由于传统中国闲暇生

活贫乏，所以庙会又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广阔的娱乐舞台。第十一章“铁路与近代社会生活”（朱从兵撰

写），分析了铁路对近代中国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由于铁路运输的便利和快捷，它

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诱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也拉近了时空范围内人们的距离，深刻地影响着

                                                        
① 一些社会史著作兼有教材的功能，如冯尔康先生的《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冯尔康、常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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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第十二章“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池子华撰写），系统地回顾了流民问题产生的背景，

全面地探讨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对策、途径与实施控制的“三部曲”模式。由于农民具有分散性和无序的

特点，加上法制上的弊端等因素，流民问题成为难治之“症”。第十三章“慈善事业：社会稳定机制的

一个侧面”（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合撰），主要论述了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和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中国人自古就有积德行善的义举。晚清以后，由于社会的变革和西潮的冲击，传统慈善开始向现代慈善

转换。 

以上是对该书内容的简要介绍，综观全书，不管是在对社会史的基本内涵、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总

体框架的探索上，还是在具体的专题研究中，著者都尽力发挥出自己在某一研究领域的专长，向读者很

好地诠释了“历史研究的皇后”的魅力。 

二 

通读《教程》，该书给人留下印象之处颇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著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架构起中国社会史的学科体系。众所周知，以乔志强、

陈旭麓、冯尔康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曾对中国社会史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如乔

先生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部分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陈先生则从社会结构、社会生

活和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冯尔康、常建华通过《清人社会生活》一书，从社会

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来搭建清代社会生活史的框架。另外，龚书铎主编的 8 卷本《中国社会通史》

提出了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认识并不一致，他

们各有侧重，但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完善的社会史学科体系。如乔先生和陈先生都是更多地从历史上的社

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立整体的理论体系，这是不够全面的，可想而知，没

有纵剖面的理论架构，中国社会史的体系再完整也是不完善的。
①
为此，该书在确定社会史概念、学科

定位、社会史与其它学科关系等理论的基础上，进而对社会史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创造性地架构，最终形

成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这四大子系统的社会史学科体系。著者认为“在

这四大子系统中，各个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网络”，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全方

位、立体地展现社会史的方方面面。其中，著者特别强调了社会问题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呼吁人们

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否则“中国社会史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灰姑娘’也难以成为

历史研究的皇后。”
②
这一学科体系的构建为我们进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和理论指导。 

其次，《教程》的编写结构严谨，谋篇布局务实周到。编写一部好的教材，其难度决不亚于一部好

的专著。考虑到教材的主要功能是传递知识，启迪思维，以及开阔读者的学术视野，为此，选择合适的

编写体例就尤为重要。传统的史学教材编写模式不是通篇解说理论和方法，就是自始至终将方方面面的

知识予以概括性说明。该书著者大都有长期从事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经历，对研究生的实际状况比

较了解，考虑到这是一部面向研究生教学的用书，既不能空谈理论，这样显得枯燥乏味和虚无缥缈，也

不能仅仅是专题研究，毕竟学术界已有多部类似的专著面世，无法凸显教材的向导和导向功能。主编摈

弃以上两种通用的写法，而是采用理论加专题、先理论后实践、先介绍后操作的全新编写模式。该书“前

言”写道：“考虑到研究生教学的特点，即引导研究生由学习型向研究型转变，我们在教材的谋篇布局

上作了迥异于一般教材的重大调整，将《中国社会史教程》析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社会史理论’，

下编为‘社会史专题’。这样既有知识层面的介绍，又有一定的研究力度，使教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③
这种安排将学习者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者既有理论知识的素养，又有专题

实践的参照，同时每章既能独立成篇，又在总体上体现一个主题，颇便学习和观览。这种匠心独到的安

排，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显示了主编在谋篇布局方面的深思熟虑。 

再次，《教程》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现今已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成为显学，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

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教程》就是这批新成果的代表作之一。《教程》撰写者多年从事相关专题的

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具有学界公认的代表性成果，这就为《教程》的编写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

础和质量保证。此外，著者对一些有争议的概念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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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如，对“社会变迁”
①
概念的分析和阐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保证了《教程》内容既严谨又有

前沿性。所以，它既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又使社会史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晁福

林先生在“序”中所言，“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教材，而且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

成果。”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 

值得注意的是，《教程》作者大多是对江南历史文化研究有素的专家，江南地方史研究也是苏州大

学传统优势学科，因此《教程》在内容以及资料利用方面突出了“江南”特色，是极其自然的。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虽然有较大的不平衡性，但我们可以通过对

某一典型地区的解读和剖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共性，这样有助于深化对整体的认识和理解。江南地

区因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再加上经济繁荣和史籍丰富，历来深受学者关注。把整体性研究与江南区

域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就凸现出《教程》的“江南”特色。比如第八章关于明清社会转型问题的探讨，

作者通过大量史实，论证了“无论是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变化，还是思想观念与文学艺术变化，在明清

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区域都集中体现为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命题。又如第九章，以江

南为中心，论述了士绅的文化权利在明清时期的嬗变，指出“江南地处西学东渐之前沿，明清以来又一

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因而士绅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相互渗透早已发生，士绅流向工商领域已经被社

会认可”，而“江南士绅阶层向其它职业的个体自由流动，为 1905 年废科举之后整体性分化提供了一定

的心理准备”。又如，第十章在梳理庙会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中，以上海嘉定和江苏常州为例，将农民在

自然灾害面前拜佛求神的行为方式详细地描绘下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毕竟近代科技文化落后，农业

收成的好坏与自然气候关系密切，当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威胁时，拜佛求神便成了农民的唯一选择，江

南地区如此，其他地区也是类同。再比如，由于江南经济的发达，再加上中国人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使得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比其他地区显得尤为明显和兴盛，第十三章论述清代的慈善事业时，便以江南

地区为例，阐述了该地区民间慈善事业呈现的蓬勃兴盛的态势，这既是江南经济发达和文化昌盛的推动

体现，又反映了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根基。通过对江南慈善面貌的分析，折射出全社会的民

众心态和行为。当然，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一个作者回顾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时，就会出现许多不同角度的看法。……一部著作对

于它的作者来说，仅仅是整个尚未写成的图书馆的一个前厅，会涌现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②
下编的

社会史专题分别从婚姻、家庭、户籍、进士群体、社会转型、士绅、庙会、铁路、流民、慈善等方面进

行相关的研讨，仔细研读完该部分后，或许会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和出现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

例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庞大，而下编专题只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如

能扩大专题的范围和内容，那么《教程》则会显得更加丰满和完整。当然，这可能是受篇幅所限。此外，

专题部分如能适当地配上相应的图表或照片，做到“图文并茂”，这样既直观、生动地再现了社会史研

究的历史场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加深对研究内容的理解，也可以更清晰地论证所要说明的问题。

如此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总之，瑕不掩瑜，《教程》一书既有系统的社会史理论知识，又有精辟、学术眼光独到的专题分析，

两部分天然地融合为一体，展示出一种很好的教材编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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