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11月 当代中国史研究 Nov , 2010

第 17卷 第 6期 Contem po rary Ch inaH istory Studies Vo l 17 No 6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

宋 学 勤

[摘 要 ]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

年来, 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

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 , 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 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

内在逻辑支配, 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 一些国史学者从宏

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 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 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取径民

间, 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 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

因此, 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 , 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 从而推动社

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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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 作为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 当代中国史 (以下简称国史 ) 研究日益

受到学界重视, 并愈来愈呈现其 显学 之势,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些重要文献、档案资料

和回忆录得到整理与发掘, 一大批国史专著、教材陆续问世, 研究论文数以万计。国史研究的

体制化进程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陆续展开, 专业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

发展态势,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 强调

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国史研究, 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 又有着与外在的社

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背景下, 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 致力于地

方、社会层面的中微观研究, 他们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取径民间, 以区域或地方为个

案进行实证研究, 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本文以社会史为视

角检讨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 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试作总结评述, 以期推动当代社会史的建设

与发展。

一、总体史的诉求: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 国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出现了 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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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史三足鼎立的格局
[ 1]
。张星星分析这种状况指出,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最

初是从中共党史的社会主义时期研究中分化出来的, 因此, 研究中存在着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

研究, 偏重于国家的重大决策等倾向 。
[ 2]
事实上, 这一状况在 2001年时就引起了学界关注。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学术座谈会上, 在讨论国史研究的视野

问题时, 就有学者提到了国史研究在社会史领域的拓展问题。
[ 3]
如杨凤城指出, 国史研究不仅

要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 也要注重社会各阶层对决策的反映, 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

互动关系。 国史并非只是党和国家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 更不只是会

议、文件、数字、领导人的思想与活动的再现。社会的反映, 群体的影响, 普通个人的动态,

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 才能写出共和国历史的全貌。
[ 4]
针对近几

年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之势, 田居俭专门撰写了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一文, 极力

呼吁加强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因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相比, 当代社会史研究是

个亟须填补的空白。
[ 4 ]
张星星亦同样倡导, 我们今后将进一步拓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视野, 加强对社会生活等薄弱领域的研究, 突出国史的 通史 特点, 更加全面、更加生动、

更加多彩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景。
[ 2]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的关系最近两年也成为学界热点 , 很多学者努力跳出

传统研究中国史与党史不分家的误区, 竭力摆脱政治史范式而进行新领域开拓的努力。如在强

调二者之间研究内容的区别时, 有学者论证道, 社会领域里的某些变迁, 例如人口、婚姻、

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 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 尽管与中共党史或多或少地

也有一定关联, 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 但却不可能专门研究 , 但是 这些对于国史研究来

说, 不仅是可以研究的, 而且是必须着力研究的 。
[ 5 ]
这些来自国史学界的声音发人深省, 反

映了国史研究的总体史诉求。所谓总体史意即全面的历史, 是指全面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和

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既代表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学人的总体史诉求, 同时

又为深化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即为拓展研究领域、填补国史研究中的盲点, 提供一个较为宽

阔和相对全面的画面, 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层面, 亦有文化的、社会的层面。

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国史研究, 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 又有着与外在

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 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当其时。因为 从中外史学研究的运

行轨迹考察, 大体上总是政治史先行, 经济史和文化史接踵而至, 社会史最后登场
[ 1]
。国史

研究已走过 30多年的历程, 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都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 形

成三分天下的格局, 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共十六届六

中全会以来,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转向包括社

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 强调新世纪新阶段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而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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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向前的 党史与国史: 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年第 3期 )、齐鹏飞

的 关于 国史 研究和 国史 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 中共党史研究 2008年第 3期 )、朱佳木

的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 1期 ) 等。

年鉴学派史家雅克 勒高夫在 新史学 ( 史学理论 1988年第 1期 ) 中对所谓的总体史进行了一

番提纲挈领的概括: 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 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

和习俗史; 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 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 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



不仅必须, 而且也正是 社会史研究中题中应有之义
[ 1 ]
。

二、国史研究的社会史空间

诚如有学者所论, 当代社会史研究思精体大 , 不仅 大有文章 可做, 而且 有大文

章可做 。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中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 有着巨大的研究空

间, 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具体而言, 依笔者的理解可以有以下努力的方向:

(一 ) 社会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 全体社会成员均以制度化的规则划分为不

同的社会群体, 这种地位规则, 界限明确, 一般不能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更改, 甚至有的是与生

俱来, 在人的一生中若无特殊情况不会变化。
[ 6]
其中阶级身份、户籍身份与就业身份制约着社

会成员的发展, 阶级身份对社会成员的就业、通婚、入学、入党、参军等地位晋升和流动有着

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有着城镇与农村的明确区分的户籍身份对个人及社会的流动性起着较大的

限制作用, 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就业身份使社会成员在收入和地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中国

实行的是身份分层, 社会阶层是根据身份不同进行划分的。其中社会成员的户籍身份即户籍制

度的变迁在新中国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由于户籍身份的划分, 城市和乡

村成为高度封闭的两个社会和经济单元, 在这种城乡分治的行政建制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城乡

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 这种情况稍有改变, 但计划经济时代留置的城乡二

元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因此, 认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十分重要的

课题, 也是社会史研究应致力的主要方向。其中首要考察的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

的, 又是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的。这就要客观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诸如土

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等集体化时代的运动, 以及新时期以来进行的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 如何影响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与此同时, 还要仔细寻绎城市的单位社会是如

何形成的, 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单位制度涵盖了一个城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是一

种制度体系, 同样也能个性化地规定着人的具体存在方式。在此过程中, 家庭、宗族、社区、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变迁都是要着重研究的对象。

(二 ) 社会生活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 60年来, 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面 60年来社会生活的演变, 不

仅要 知其然 , 而且要知其 所以然 。细心探究, 1949年以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变迁无不体现了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如新中国头七年社会生活的变

迁就是一个显例。1949~ 1956年是社会制度变迁最为迅速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短短七年

的时间里, 社会制度产生两次巨变: 新中国进行了农村的土地改革与城市的民主改革, 确立了

新民主主义制度。经过三年的时间, 又全面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 初步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变革的重大目标, 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稳定、广泛的社会政治

权威, 并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框架。新

的制度框架, 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与效能, 借助这种强大而普遍的

政治权威以及计划体制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建构起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管理制度,

并自上而下地作用于社会生活领域, 一切社会生活皆被纳入到国家设置的制度逻辑之中, 使新

中国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 改天换地 。系统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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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 小历史 演变是可以透视 大社会 的发展轨迹的。

(三 ) 社会问题的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独立, 赋予了中国社会健全的国际人格, 从此中国社

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转型时期的结构转

变、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更新等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政权一

步步践行自己的社会理想, 实行社会改造, 加速了社会转型。其间引发的社会问题可分为以下

几种类型: 一是结构性社会问题。它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 由于某些制度性、政策性的因

素引发的, 往往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性。如人口问题、失业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等。二是变迁性

社会问题。这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

的伴生物, 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现象。如 三农 问题、农民工问题、生态平衡与

环境破坏问题等。三是越轨性社会问题, 它主要是由个人或集体行为偏差而引发的, 这类问题

因直接危及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人们反应最为强烈。如黑恶势力、偷盗

问题等。四是病态性社会问题, 主要指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那些畸型、丑恶的社会现

象。如黄、赌、毒等。五是心理性社会问题, 即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心理负荷加重和心

理震荡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如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社会焦虑现象弥漫、自杀率上升等。社

会问题是一种消极的社会事实, 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问题总是处

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认真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对策, 可为我们提

供经验借鉴, 从而把社会问题的消极、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治理娼妓

问题, 是 用最短的时间、创造的整治最彻底的社会奇迹
[ 1]
; 祸害中国 200余年的烟毒问题

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解决, 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 无毒国 。可

以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病态生活的社会控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很多经验至今仍可资鉴。

当然, 其他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也有待研究, 如对社会心理的研究, 从分析社会意识、社

会信仰的变化入手, 深入探讨民众的文化与生活, 从民众心理、信仰的转换来揭示社会历史的

变迁, 等等。这些都是当代社会史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总之, 从社会史视角来观察 1949年以来的中国, 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三大板

块方面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从这三个方面来系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 对长期以来被史家忽视

的社会史角落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城乡差别、人口问

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病态性社会问题等专题的研究, 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社会各

种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

三、 从小社会入手 的方法论意蕴

当代社会史千头万绪, 如何落实? 为此,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 从小社

会入手 。依笔者理解, 小社会 意指 大社会 的生活基础, 即普通人的社会生活, 亦谓

微观社会。检讨社会史研究的历程, 可以发现存在着两种对比鲜明的史学路径即广义的宏观社

会史与狭义的微观社会史。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微观社会史的研究。对于微观社会的

内涵, 不同的学科理解不一。在历史学那里, 微观社会就是指常态的 (日常生活 ) 历史或局

部的 (区域性 ) 历史。微观社会史的开展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史学领域的渗透有

着极大的关系。当然, 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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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 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
[ 7]
在蓬勃开展且已取得

较大成绩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 有很多成果是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与史学工作者的联袂

之作。

而对 1949年以后的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目前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

会学领域。从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 较早对当代中国社会开展研究的是瑞典人类学家简 迈

德尔。他于 1965年出版了 一个中国乡村的报告 , 作者 1962年秋对陕北地区柳林村进行了

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 将土地改革、婚姻法的颁布等制度变迁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变化进行了民

族志书写, 详细记述了柳林村村民的生活变迁。 1973年, 迈德尔又出版了 中国: 继续的革

命 一书, 用人类学家的手法回答了 农村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受到了 文化大革

命 的影响? 构建了一幅乡村社会生活变迁图景。
[ 8]
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

的 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 , 是作者从 1978年 5月至 1991年的 13年间, 对河北省饶阳县

五公村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研究的一本专著。该书集中阐述了在新政权的领导下, 一个普通村

庄在革命与改革时期的发展历程。
[ 9]
台湾人类学者黄树民出版了 林村的故事 1949年后的

中国农村变革 一书, 通过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个人经历, 讲述一个村庄 1949年后的 35

年的社会变迁。
[ 10]
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的 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以 外部冲击

村落传统互动模式 的理论架构研究了浙江北部的普通村庄联民村, 解释了人民公社制

度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践逻辑, 分析了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之间所存在的张力。
[ 11 ]
中山大学教

授周大鸣的 凤凰村的变迁 华南的乡村生活 追踪研究 是在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

1925年出版的 华南的乡村生活 一书的基础上, 对广东省潮州市的凤凰村进行追踪研究的

成果。该书通过考察凤凰村的社会变迁, 指出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

等政治运动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凤凰村发生变迁的外部因素, 而人口、宗族、信仰等是

变迁的内在因素。
[ 12]
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对 大跃进 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等问题进行了

研究。
[ 13]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郭于华主持了 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

集与研究 。该计划选取了河北、陕北、四川和东北的 4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

作, 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 。应星的 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 对中国集体化

时期一个村庄若干案例的过程分析 , 注意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 把权力关系和权

力实践置于有关 身体 的日常生活事件中, 分析提出 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通过各

种复杂的技术和策略, 通过各个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 在不断塑造 共产主义新人 的同时,

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本身 的观点,
[ 14]
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关注乡村日常生活的变迁。它们大多是以微观

的区域为个案或者说以 社群 、 社区 为单位进行研究, 尽管有的研究成果采用口述历史

的形式, 但其理论与方法都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路数, 不重视历史的线索或脉络, 但这些

成果在学界影响较大。

李立志的 变迁与重建: 1949~ 1956年的中国社会 是笔者仅见的一部从历史学路径研

究当代社会史的专著。
[ 15]
该书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为分析的入口, 从不同侧面展

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活诸方面演变的图景, 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社会重建的具体内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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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心灵的集体化 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 , 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 4期; 诉苦 :

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 中国学术 2002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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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史学界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涉及了人口流动、医疗卫生、弱势群体救助以及娼妓、毒

品、乞丐等社会问题, 且大多都断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中国知网所做的下载量和引用率的

统计来看, 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却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当

代社会史的研究已悄然兴起, 其规模之势亦指日可待了。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近几年的博士、硕士论文中出现了政治 社会史的研究取向, 即从社会

史的角度来观察、理解政治史。而且受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影响, 一些青年学人的研究成果明显

地体现了区域化取向的旨趣。以当前国内外学界都特别重视的 大跃进 运动、人民公社化

运动为例。以往对 大跃进 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大跃进 的发动、进程、发生原因及

评价, 近年来对 大跃进 运动的研究, 不少学人开始关注其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特点, 以区

域为单位, 选取一些典型个案来进行考察。如 寿张 大跃进 运动研究 根据大量原始档

案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 紧紧围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背景, 对 大

跃进 运动在山东省寿张县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详细考证和梳理。作者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

的分析, 旨在揭示 大跃进 运动在基层的推进过程, 而在此过程官方活动与基层干部、群

众的活动的互动, 对 大跃进 运动高潮的到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因此, 作者侧重于详尽

考察重大政治和经济运动在一个县级行政区划的演进过程, 基层乡村社会的贯彻落实; 侧重于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 侧重于上层政策与下层民众的呼应。试图反映下层民众在一个全国性

政治运动中的参与状况与影响, 为我们全面理解 大跃进 运动提供了重要参考。类似的研

究成果颇多。 从麻城县看公社化的 ABC
[ 16]
以县为个案分析农民的一些对公社制度的抵触

行为, 如唐郁公社一度出现 五多两低 。 大公社时期农民的 反行为 研究 以福建

省南平地区为例 同样从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入手, 以农民为了生存而采取的 偷 粮、瞒产

私分、磨洋工、黑市交易等 反其道而行的行为 为研究对象, 指出由于大公社时期的制度

安排难以满足农民的实际诉求, 侵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所以农村存在着大量针对公社制度

的日常反抗行为。进而对农民 反行为 的功能进行分析评价, 指出农民 反行为 既缓解

了农民极端低下的生活水平, 同时也对国家政策的修订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17]
从事农村

人民公社研究的学者辛逸指出, 近 20年人民公社的研究大都是 自上而下 地审视、研讨,

热衷于追述和分析中共中央对公社的每个决策的前因后果, 以为中央的决策在各地会得到不折

不扣地贯彻执行, 会理所当然地决定着所有公社的所有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中央的决策到了地

方几乎都会走样甚至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中国传统的 宏大叙事 难现各地人民公社的

真实, 为此, 他提出将中央决策与地方实践 上下打通 的学术研究理念。
[ 18]

在上述博士、硕士论文的绪论中, 作者都十分明确地指出研究 小社会 的目的是为全

面认识 大历史 提供参考与重要佐证, 是一种从纵深处研究历史的努力。他们重视地方史

料的发掘与整理, 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 力求以 点 窥 面 , 具有视角转换

和方法论的意涵。他们所进行的地方史研究, 既不同于地方志的编纂, 亦不同于传统地方史的

撰写, 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从地方发掘资料去认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 这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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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五多 是指害病的多、上街的多、走亲戚的多、上学的多、怀孕请假的多。 两低 是指出勤率低、

生产效率低。



成为社会史学界的共识。如有学者认为, 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

联系性, 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 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 更为深刻。从地域

看大历史, 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体系。
[ 19]
由此而言, 宏大叙事视野下的国史研究在具体到细

节、具体到国家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具体到下层民众的研究, 则可能失之于欠缺和笼统。

在这个意义上, 区域化取向的研究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 将把国史研究推进到一

个新的高度。因此, 在国史领域开展社会史研究不是撇开政治, 也不是弃重大政治运动、历史

事件于不顾, 因为 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 那么

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 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
[ 20]
。

要而言之, 从 小社会入手 的方法论意蕴即在于遵循 自下而上 的视角和总体史的

旨趣, 把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安排与具体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 以社会生活为切入点, 考量政

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 从而深化与完善国史

研究。

四、余 论

综上, 国史研究的社会史空间很大, 学界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也很多。受社会学、人类学

的影响, 愈来愈多的学人把空间维度放在了其学术视野的首要地位, 热衷于个案研究与田野调

查。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 学人关注点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社会建设运动上, 诸

如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 大跃进 运动和人民

公社化等运动的地方表达。显然, 对这些运动的研究需要沉潜地方, 进行细致的史料挖掘, 才

能更准确地呈现国家大政方针在地方社会的表达效果。可以说, 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学

术视野, 这种发展路向无疑是应当肯定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想只停留在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机

关公布的统计资料上, 而试图从地方档案中获取信息来研究历史。他们认为通过具体而微观的

地方资料或个人资料才能全面评价异常复杂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以及通常隐藏在总数和平均数中

的千变万化的特点, 以看清历史全貌。这些道理在理论上是很讲得通的, 但是具体实践效果

呢? 会不会出现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只罗列现象、不揭示本质的 碎化 和浅薄呢
[ 1]
?

会不会违背社会史致力于整体开拓研究的总体史目标呢?

在一些崇尚微观社会史研究的学人视野里, 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 而对具体而

微观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则笃信不疑, 研究的目的则是在试图挑战、动摇一些宏观历史认

识。但孰不知过细的微观实证也容易出现偏差。如果过分迷信 小地方 和单纯的田野材料

的说明力量, 以 国家 (地方 ) 社会 对立的二元观, 根据微观社会研究简单否定宏观历

史认识, 而不去考虑微观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这样的研究易于以偏概全, 恐怕离历

史的真相更远。实际上, 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单元选择方面出现了极大的自由性, 有跨省区

的大区域史研究, 有省区史、县域史研究, 更有乡镇史、村域史研究等等。几乎没有可以相对

认同的标准, 研究的 区域单元 可以无限的细分下去。不知有多少学界前辈一再告诫我们

要警惕 抽样作证 , 中国地域广阔, 多样化的史料很丰富, 若只留意局部性的观察, 搜罗有

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 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
[ 21]
如朱佳木指出新

中国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错误, 但有的错误是普遍的、全局性的现象,

但有些运动, 错误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 三反 五反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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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存在侵犯中农利益、冲击富农经济、对地主体罚的现象, 存在打 老虎 凑人数、对

五毒 界限不清等扩大化现象, 但这些并非普遍存在。
[ 22]
所以我们在进行区域空间选择时,

首要考虑的是研究对象的空间特征, 而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 以抽绎出个别

性的结论来代替一般。个别虽可以反映某些一般的特征, 但个别毕竟不等于一般。特别是有些

研究取样较少, 到某一地方去寻找一些 特殊现象 , 而以之为据大加发挥, 动辙就得出一些

颠覆性的结论来, 号称要改写历史等等, 殊不知 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 不是群像, 在历

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 若是过分注意他, 反而迷惑读者, 甚至也可能迷惑自

己!
[ 22] ( p 27)

因此, 通过个案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不宜机械地推广到一般中去, 需要谨慎地思考

和分析, 以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列宁指出: 在社会现象领域, 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

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 但这没有任何

意义, 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 因为问题完全在于, 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

果从事实的整体上, 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那么事实不仅是 顽强的东西 , 而且是绝

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 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

来的, 那么他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 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 23]
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所进行的林

村、李村、岳村、联民村等以村庄为个案的乡村社会研究做得很出色, 在学界影响很大。但问

题是, 在了解了上述各村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之后, 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具有概然性的历史认

识? 显然, 我们得不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因为他们的初衷不在于此。人类学学者王铭铭指出,

社群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

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
[ 24]
而历史学的意义是不能止于此的。

因此, 在当代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 仍需提起注意的是跨学科研究对一门学科的理

论体系建设的意义是双重的: 一方面能够拓展学科研究的理论视野, 丰富其研究途径, 为学科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 如果应用不当又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学科的重心位移, 使学科自

身丧失主体地位, 甚至面临自我消解的危机。
[ 25]
这正如有学者所论, 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的

深入发展, 尤其是注重田野调查的社会学 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把人们的视线更多

地引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的微观社会 这对于厌恶了 宏大叙事 的空疏学风、注重人文

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的当代学界来讲实有重要的正面价值, 但是毋庸讳言, 这种专注于 非国

家的 微观社会的视角本身就是以社区、村落、家族等等的内在凝聚力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

而如果要对这种前提本身进行审视, 这种微观视角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所谓凝聚力的有无

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没有更大范围的视野提供的横向 (不同文化间 ) 与纵向 (不同时

代间 ) 的比较, 所谓的国家权力也好, 宗族村落的自治也罢, 都只能是说有即有、说无亦无

了。
[ 26]
这段话发人警醒! 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必须立足于历史

学本位, 坚持为 我 所用。盲目地去追踪 学术时尚 只会丧失自身的学科价值, 倘若如

此, 也许就会出现巴勒克拉夫所预言的: 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 而且非常流行,

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 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 7] (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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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National H istory studies and promote National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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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Compile the H istory ofContemporary China w ith theM arxist, stand,

V iewpoint andM ethod You L in ( 9)⋯⋯⋯⋯⋯⋯⋯⋯⋯⋯⋯⋯⋯⋯⋯⋯⋯⋯⋯⋯⋯⋯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et stra ight the h istorical facts in study ing and comp iling history

books. H ow ever, h istorical facts a lone cannotmake up a histo ry book for v iew po ints are ind ispensab le.

V iewpo ints are re flect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ho ices of h istorical facts and in the analyses o f them,

w hich depends, in the fina l analysis, on the author s stand.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is inmodern or

ancient times, in China or e lsew here. Therefo re, in study ing and compiling h istory booksw emust take

theM arx ist stand and keep to theM arx ist v iewpoint and method.

Keywords: Marx ism, stand, v iewpo in,t m ethod, national h istory

* The Tenth Annua lAcadem icM eeting on NationalH istory*

EnhanceA cadem 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 een Contemporary Ch inaH istory Studies

and Comp ilation of Loca lChron icles Opening Speech at the Tenth Annua lAcadem ic

M ee ting on Nat iona lH istory Zhu Jiamu ( 16)⋯⋯⋯⋯⋯⋯⋯⋯⋯⋯⋯⋯⋯⋯⋯⋯⋯⋯⋯⋯

Address at the Tenth Annua lAcadem icM eet ing on NationalH istory X iao Zhiheng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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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H istory in the P 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a H istory

Studies Song Xueqin ( 29)⋯⋯⋯⋯⋯⋯⋯⋯⋯⋯⋯⋯⋯⋯⋯⋯⋯⋯⋯⋯⋯⋯⋯⋯⋯⋯⋯

Abstract: Contempo rary China h istory stud ies have rece 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

m ia and scored rem arkable ach ievem ents in the new period. Over recent years, a new deve lopment

trend has appeared in con temporary Ch ina history stud 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 f scho lars have pro

posed to strengthen the stud ies o f socia l h istory that stands side by side w ith the polit ica,l econom ic

and cultura lh istories an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contemporary China h is

to ry stud ies w ith a ho listic po in t of v iew. Th is implies the in ternal logic of academ ic evolution and at

the same tim e suggests the opportun ity o f the t imes to ag ree w ith the ex terna l social reality. In this con

text o f developmen,t a number o f nat iona l h istory scholars have shifted their attent ion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to m icro so lid evidence, devot ing themselves to m icro research at the local and social levels.

The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xploration and sorting ou t o f local h istor ical data, take a fo lk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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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ke a reg ion o r a locality as a case for emp irica l study, try ing to grasp the tota l h istor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the loca l or reg iona l h istory.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v iew the deve lopment

and prog ress of con temporary China h istory studies w ith the m ethodolog ical point of view 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 ial h istory, thus promot 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 f the new d iscip line of

social history.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 ina h istory, soc ia l h istory, d 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methodo logy

Changes in the Four V 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over the Past 80 Years:

H istorica lEvo lut ion and Present Situat 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SunQ ing zhong& Zhang Rong ( 38)⋯⋯⋯⋯⋯⋯⋯⋯⋯⋯⋯⋯⋯⋯⋯⋯⋯⋯⋯⋯⋯⋯⋯

Abstract: The four v illages on the outsk irts of Be ijing investigated by L i Jinghan in the 1920s

have long since rece iv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 ic circ les. W e conducted fie ld invest igations and lit

erature research on these four villages from 2006 to 2008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w ith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f v illagers as the thread, to dep ict the course

of conversion of the v illages from rural soc iety to city blocks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landless

peasants in their endeavo rs to adapt to urban life. A s a link jo in ing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villages

on the fringe of c ities are bo th the forw ard area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ocal points o f contra

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ising from urban izat ion. There fo re, restud ies of the four v 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f Be ijing not only ex tend the h istory of these v illages, bu t a lso turn the spo tlight on the va lue o f under

standing and record ing socia l changes in Ch ina.

Keywords: L i Jinghan, the four v illages on the outskirts o fBe ijing, rura l people, society, urban

ization

A H istorical Review of Socialization ofD isaster Relief in New China

Jiang Jiw e i ( 46)⋯⋯⋯⋯⋯⋯⋯⋯⋯⋯⋯⋯⋯⋯⋯⋯⋯⋯⋯⋯⋯⋯⋯⋯⋯⋯⋯⋯⋯⋯⋯

Abstract: Soc ialization o f d isaster relief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app ing more re lief resources

under the government- led disaster relief system fo r it is able to best solve the prob lem s left over by the

government relief work and opt im ize the resu lts. Ch ina has traversed a to rtuous path in soc ia lization of

disaster reliefw ork since 1949 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d isaster re lief pattern w ith the government

play ing the leading ro le and indiv iduals and non governmen tal organ izations taking an active par.t

How ever, themechanism to get non governmental organ izat ions invo lved in disaster relief needs to be

improved. A t present there are notm any avenues for them to p lay their ro le and their w ork is lim ited

basically to mob ilizing the various soc ial sectors to make dona tions, leaving a lot of latent potentia lities

to be brought ou.t

Keywords: New China, d isaster relie,f socia lizat ion

Overseas Chinese and De liberations, Legislation and P romulgation of

the Anti- Secession Law ZhuQ insheng& Zhan Shanqin ( 52)⋯⋯⋯⋯⋯⋯⋯⋯⋯⋯⋯⋯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 inese made outstand ing con tributions in the who le course o f de liber

ations, leg islat ion and promu lgat ion o f theAn ti Secession Law as embodied in the fo llow ing: F irs,t the

overseas Ch inese put forw ard very early on the proposal to curb Taiw an independence by the leg i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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