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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

朱汉国

(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
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

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系

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

来; 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 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社会结构; 社会建设; 社会生活变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从近年来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情况也不难看到这一点。如 2008 年行龙主持的 “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

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0 年朱汉国主持的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课题

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2 年李文主持的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课

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等。经过学人们的努力，近年来已有一批探讨中国当代社

会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田居俭: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

第 3 期; 张世飞: 《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贵州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姚力: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朱佳木:

《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李文: 《国史中的社会

史: 内容和框架结构》， 《中国地方志》，2011 年第 1 期，等等。2011 年，学人们在安徽师范大学、
河北大学还相继召开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

究”学术研讨会。综观学界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学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认识仍是见仁见智，

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就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自上世纪 80 年代始，学界已有各种表述。有人认为， “社会史的对象，

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①有人认为，社会史 “不是包罗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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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

史”。① 有人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 “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② 还有人认为，“社会史

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③

概括学人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其争议主要有二: 其一，社会史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还是

一种史学的研究视角或范式; 其二，社会史所要研究的究竟是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还是仅限于社会

发展本身。上述学术界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争议，迄今仍未达成共识。正在日益展开的中国当代社

会史研究，也同样凸显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
张静如是较早倡导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学者。他于 2004 年、2011 年相继推出了两卷本的

《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五卷本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他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认

知。他认为: “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部分，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研究社

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

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等。总之，研究社会，就要研究物

质和精神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迁。所以社会史

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④

在此，不妨摘录张静如主编的 《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一卷的目录。
第一章经济: 第一节经济制度 /第二节经济体制 /第三节工业 /第四节农业 /第五节商业贸易 /第六

节财政金融;

第二章政治: 第一节国体和政体 /第二节国家机构 /第三节政党制度 /第四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三章教育科学文化: 第一节教育 /第二节科学技术 /第三节文化;

第四章外交: 第一节外交方针 /第二节外交成就;

第五章人口婚姻家庭: 第一节人口 /第二节婚姻家庭;

第六章阶级阶层: 第一节农村阶级阶层 /第二节城市阶级阶层 /第三节新条件下的分层;

第七章物质生活方式: 第一节对社会遗留问题的处理 /第二节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

第八章社会意识: 第一节社会心理 /第二节社会意识形态。⑤

由此可见，在张静如这里，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以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所要

研究的内容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过程。但这样的社会史与通史又

有什么区别呢?

李文在《国史中的社会史: 内容和框架结构》中也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

容的观点。他认为: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作为中国现当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的，它研究的是当代

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具体说来，它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和谐社

会建设为主线，以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建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

( 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中，全面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包括社会政策、社会变迁、社

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以及社会问题及社会治理等。”⑥ 依据这一认识，李文还构

建了拟编写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框架结构。他把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主体内容分为五章: 第一章，新中

国的人口和民族; 第二章，新中国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 第三章，新中国的民众日常生活; 第四

章，新中国的社会文化; 第五章，新中国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⑦

李文的认识，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是 “当代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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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演化规律”，我极其认同。他阐述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具体内容，也的确是当代社会史所要研究

的重要内容。但问题是，他所构建的中国当代社会史框架及内容，并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只能是这些

内容，各部分之间有何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怀疑，凭其所阐发的框架内容能否揭示 “当代社

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

姚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是一篇有关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力作。她在文中以“国史之分支”来定位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她认为 “当代社会

史是国史的一部分，而国史是通史，不仅要反映影响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还要描述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 不仅要重视上层决策和制度，还要关注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社会问题的起落; 不仅要记录领袖和

精英人物的活动，还要呈现无名小卒的喜怒哀乐。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正是国史中的另一个面

相，它研究社会结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意识的变动过程。……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经

济史、文化史等国史分支一起，共同促进对国史系统、全面的认识，从而使国史真正成为通史，成为

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国史研究真正成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①

姚力关于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反映了与前述张静如明显不同的观点。她关于国史研究对

象的论述以及关于当代社会史内容的阐述，我也认同。但她关于当代社会史与国史关系的论述，有欠

妥之处。国史作为通史，无疑要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但它不是当代政治

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简单的综合。当代社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应有自身的内

涵，有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张世飞在 2008 年发表了《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他认为: “中国当代社

会史的研究对象，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更为丰富。在内涵上，中国当代社会史不同

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不仅仅是时间跨度上的不同，而是比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更为宽泛的内容。在

外延上，中国当代社会史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领域之广，行业之多，人员之众，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

史所不能比拟的。”② 但观其全文，并未见张世飞阐发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对象。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确定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呢? 我曾经撰文论述过社会史研究的对象问

题，③ 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较为适当的表述应包括社会基本构成和社会运行两大部分。
但是，我今天对以往的观点有所修正。我认为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同时段

应有所不同。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

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当代中国的人口、家庭、社区、群体等。社会建设涉及国家和社会力量为保障

社会正常运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国家的社会调控、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社会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社会变迁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建设的结

果。社会变迁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变化，但其最终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社会习

俗的变化上。因此，社会史必然要研究社会变迁，必然要研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自在的发展过程，而且

是一个自觉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就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建设的内容。社会建设作为党和政府的一种自觉行为，是有别于中国以往政府

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发展的一个特点。
因此，我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变

迁及其规律为目标。

83

①

②

③

姚力: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张世飞: 《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贵州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朱汉国: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1998 年第 3 期。



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内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 中国当代社会构成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构成状况，是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首先要研究的内容。
社会结构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构成要素，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

结构等。中国当代社会史不仅要对当代社会基本构成的各要素进行静态的分析，更要对这些社会构成

要素进行动态的考察，考察当代中国 60 多年来各种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自身的变化，

并揭示其特点。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经过 60 多年的变革，呈现了与以往社会不同的一些特征:

1. 人口数量的剧增与人口结构的渐变。人口多且增长率高，是当代中国人口结构的一大特征。
中国人口从 1949 年的近 5 亿人，已发展到 2011 年的 13 亿多。在人口数量激增的同时，当代中国人

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受教育程度、空间分布等，也在发生渐变。
2.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弱化。随着当代中国城镇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城乡不同户籍管理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强化。但 1978 年后，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趋势的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弱化。
3. 社会单位体制的形成与弱化。“单位”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

由极其独特的两层结构所组成的社会: 一层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层则是大量相对分散

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尤其是城市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 “单位”，如在学校属于学

校单位，参加工作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仍属于原工作单位，同时也属于街道单位。在 “单

位”里，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与此同时，由

于单位垄断资源分配，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密。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

位。1978 年以后，单位制虽依然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制度，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逐渐发生了

变化。随着单位制基础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4. 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及其演变。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国民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是当代中国社

会结构呈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从 1949 年至 1978 年，阶级型的社会结构现象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

展。1978 年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原有的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上述特征的形成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革息息相关。它反

映了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的变化，又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展开和社会的整体变迁。研究当代中

国社会构成的各要素，分析当代社会结构主要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影响，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

重要任务之一。
( 二) 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内容与发展过程，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一部当代中国社会

史，实际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
关于社会建设的具体内涵，现在有不同的理解。孙中山 1917 年发表的 《民权初步》曾提出 “社

会建设”的提法。① 不过，孙中山所说的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社会政治生活建设，与我们今天所

说的社会建设差异很大。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较为详尽地阐发了社会建设的内涵。他把社

会建设概括为六个方面: 优先发展教育;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快建

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完善社会管理。② 围绕胡锦涛阐述的社会

建设内涵，学人们对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作了不同的解读。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涉及九个方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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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 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社会事业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区建设; 社会安全体制建设; 社会管理机制建设。①卢卫红认

为，社会建设的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 有效整合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

动; 加强社会制度 ( 机制) 建设; 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发展。②

我认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行，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中

国当代社会建设，要重点研究国家和社会力量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而采取的各种举措，研究这些举措

的实施过程及其影响。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社会调控机制的变化。社会调控是指国家和社会力量调节社会关系和控制社会矛盾、维系社

会稳定发展的举措。社会调控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发展的政策关系，也体现着政府驾驭社会经济发

展和控制社会矛盾的能力强弱和成熟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调控机制是维持社会正常运

行和制约社会矛盾的重要控制系统，由各种有关的政策和组织结构综合而成。它包括法律制度的理性

强制，也包括道德品质的情感调节和社会契约的合理协调等。
2.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

立 60 余年来，党和政府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为补充，初

步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还存

在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应重点研究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经

验与问题，尤其侧重于探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

面的经验与教训。
3. 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

保健体系，是社会建设又一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来，我国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如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

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社会管理体系的筹建和完善。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

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

过程。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已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

会管理体系。
( 三)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随着党和政府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开展，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当代社会史研究应系统而全面地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所发生的变迁。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

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

1. 当代社会分工与劳动生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制度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社会

出现了新的分工。不同阶层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劳动生活样式。不同的劳动方式与民众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必须首先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分工与各群体劳动

方式的变迁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2. 民众的日常生活变迁。民众的日常生活，主要指人们每天进行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层面上的

消费生活。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最终落实到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新中

国成立 60 余年来，人们经历了物质生活匮乏的票证时代，进入到如今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阶段，全

中国 13 亿民众基本摆脱了贫穷，进入了温饱和小康社会。当代社会史研究必须选择若干案例，系统

而全面地论述当代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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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艺: 《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9 卷第 1 期，2009 年 2 月。
卢卫红: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科学内涵解读》，《东岳论丛》，第 30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



3. 民众的文化生活变迁。在当代中国，随着民众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得

到了极大的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内容既包括日常的文化生活、娱乐生活，也包括人们的宗教信仰

以及生活态度和生活价值观的变化。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来，党和政府极其重视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

神文明建设。从 1950 年代的群众性文化运动的开展，到 1980 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精神文明建

设运动的开展，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丰富。当代社会史研究必须兼顾城乡差别，

关照东西部各地区的差异，全面地论述当代中国民众文化生活的变迁。
4. 社会习俗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风易俗”是党和

政府推动社会生活变革的重要政策，也是导致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变化的强力因素。当代社会史必须

系统地研究“移风易俗”政策对破除社会陋俗的实效及 “破四旧”的失误，以期对移风易俗及其功

用进行科学评估，探索民俗变迁的内在规律。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难点及建议

近年来，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学人的努力，当代国史研究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这些都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草创期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而

言，仍面临许多难题。
1. 研究资料缺乏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不是缺

乏史料，而是缺乏现成的史料。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可以说浩如烟海，但它仍藏于档案馆、图书

馆、资料室，仍藏于我们身边的某一角落，甚至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胸中。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即是

系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
如何收集和整理当代社会史资料? 我认为，基本途径有三。
第一，深入档案馆、图书馆等，作系统而全面的文本调研。我们的档案馆不仅藏有大量的有关政

治、经济等的资料，而且藏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生活的资料。如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总工会等单位的档案中，包括涉及北京工人生活的档案 2000 余卷。①前几年，

我在研究“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变迁”课题时，② 曾深入北京市各区县档案馆，发现各档

案馆均藏有涉及北京居民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工人工资问题、农民生活问题等问题的材料。此外，

图书馆收藏的各类报刊，也刊有涉及民众生活状况的材料，如报纸的社会版、杂志中学者们的各类社

会调查报告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去收集和整理。
第二，深入乡村、社区、厂矿、企业等，收集各基层组织所藏的有关本单位人员的生活的资料。

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山西大学行龙等人，近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走向农

村，搜集了一百多个村庄的上千万件原始档案资料，拟编辑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档案资料选编》
丛书公开出版。南开大学的张思也多年致力于农村社队记账簿的收集。

第三，深入到城乡居民身边，收集口述史资料。反映最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状况，是当代社会史研究

的内容之一。但对于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文献资料中记录甚少。这需要我们深入到他们中间，观察记

录他们的生活实态。一些社会学者为我们做了一些示范性工作。如社会学者陆艺等人主持的“中国百村

调查”，选择了中国 100 个村庄，通过对这些村的农户调查，较具体地反映了这些村 1949 年以来农家生

活的变迁。③ 再如社会学者萧楼用了近 10 年时间，对浙江一个名为“夏村”的村庄进行了调查，写成

了《夏村社会: 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一书，④ 较详尽地反映了 1976 年以来夏村村民的日常

生活。他写作的依据主要是自己对夏村村民生活的观察和了解，包括大量口述资料。
2. 研究内容面广、量大。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多地广，东部、西部之间，南方、北方之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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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河: 《北京产业工业工人生活研究 ( 1956 － 1966) 》，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2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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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萧楼: 《夏村社会: 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市、乡村之间，港澳台、内地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生活水平和习俗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处理中

国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问题，如何全面而客观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中国当代社会史

研究的难点之一。对此，我们在研究中务必注意两点:

第一，把个案研究与社会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在现已发表的有关社会史研究论著中，存在两种

倾向: 一是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过于宽泛。如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无视城乡间、群体间的差异，把一些

类似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出现的现象推及到全国，把一些青年群体中的生活现象推及到全民; 二是

限于一些个案的探讨，过于琐碎。要全面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全貌，必须点面结合，把个案研

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人们的生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即使较落后地区的社会

生活也是处于变动过程中。因此，我们面对反映各地区、各群体生活状况的数据，一定要历史地分

析，考察其演变的过程，以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及规律。
3. 当代社会史研究所涉问题深受政治变动影响，如何处理中国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把

握社会史自身发展脉络，既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
当代社会生活与以往社会生活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社会生活变革深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政

治思想和政治运动主导着社会建设和社会变革，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何估量

政治变动对社会建设、社会变迁的影响? 如何审视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如何看待社会建

设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倾向? 这是富于挑战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史必须解决的难点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关系之研究，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其

一是把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并列论述; 其二是将社会生活变革置于政治变革之中。我认为这两种

研究视角都有欠缺之处。如把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并列论述，就无法透视社会变革与政治变动的

互动关系。如把社会生活变革置于政治变革之中，就无法总结当代社会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与特征。我

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以当代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为主线，应围绕当代社会基本问题而展开，应

以探究当代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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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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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volves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society，but the social
structure，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life chang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re three important
parts． I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to analysis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foundation，to
discuss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he core，to reveal social life change and its rule is the target． At present，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s still faced with all kinds of problems． Now the priority is col-
lecting and organizing the research data systematically．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integrate case study and study of
society as a whole; to unite static analysis and dynamic study; to pay attention to interaction between contem-
porary social life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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