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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与趋势: 2015 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 专题讨论)

主持人: 李 文

［主持人语］19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和发展，其研究理念与方法更是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南

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雨整理《2015 年中国社会史论文索引》显示，该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有近千篇，

涵盖主题主要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以及口

述史等类别。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 2015 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全面展现 2015 年中国社会史研

究的主要进展和发展趋势，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以期呈现 2015 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绩与亮点所在，并

希望能够以此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综合来看，2015 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其主体所呈现的依然是“面向社

会的历史研究”，视野转换、史料开掘和现实关怀是其发展和繁荣的三大动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崛

起，或许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即视野和方法上的革命，为此我们期望今后看到更多的学科能够面

向历史，形成独具特色的“走向历史的社会学”、“走向历史的经济学”、“走向历史的政治学”、“走向历史的生态学”、“走

向历史的心理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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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视角: 2015 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罗艳春1，常建华2

( 1.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2.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2015 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成绩显著，亮

点纷呈，尤其是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等方面显示

出一些新特点。为了更好地展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情况，笔者拟按照先秦秦汉、魏晋

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时代顺序，对

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以期勾勒出

2015 年度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和趋势。

一、先秦秦汉

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先秦秦汉社会史研

究在史料运用方面特色鲜明。其中，传世文献与出

土文献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史料，而简牍等出土资料

的大量使用尤为突出。
王彦辉在讨论正卒与材官骑士这两项秦汉时期

兵役徭役中的重要制度时，在正史、政书等传世文献

梳理的制度脉络基础上，使用了大量里耶秦简以及

居延、肩水汉简等材料中记载的信息，为考证诸如材

官骑士与地方兵役、正卒与材官骑士的屯戍等问题

提供了重要论据，从规定与实际运作两方面加深了

对传统制度史的认识［1］。张文瀚根据出土的大量

居延汉简，梳理了军事候望机构甲渠候官的日常工

作及其运转状况，发现甲渠候官主要通过文书掌控、
行塞和召会等三种手段进行日常管理［2］。凌文超

根据简牍中的户籍登记信息等材料，梳理了在建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中，秦汉魏晋编

户民角色从“士大夫”向“吏民”转变的历史过程［3］。
在臧知非探讨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论文中，简

牍文献成为最为核心也至关重要的资料。作者认

为，里耶秦简 8 － 1519 号简关于“税田”的记录，表

明按户均分田税是秦朝合法的税收方式。以此为讨

论起点，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凤凰山

汉墓木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近年来出土的简

牍，为梳理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延续、发展与变迁提

供了完整的证据链［4］。此外，秦汉简牍的经济社会

史研究价值也日益得到重视。王勇依据岳麓书院藏

秦简中的七组《县官田令》令文，探讨了秦代农田管

理、土地制度和律令制度等问题［5］。朱德贵结合传

世文献与其他汉简等材料，分析了新近披露的长沙

走马楼西汉简牍中的“都乡七年垦田租簿”问题，认

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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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张凤霞，马超．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成功治理乞丐问题历程

及经验追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 2) ．
［24］齐霁．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区对毒品问题的治理［J］． 兰

州学刊，2015( 12) ．
［25］徐锋华． 中国福利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儿童福利

事业［J］． 史林，2015( 4) ．
［26］王利娟．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的儿童保育事业［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1) ．
［27］戴卫东． 新中国老年福利事业的反思与前瞻［J］． 社会科

学战线，2015( 2) ．
［28］王瑞芳．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职工住宅环境与工人新村

建设［J］． 史学月刊，2015( 4) ．
［29］李端祥，杨松菊． 城乡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差异比较［J］． 党

史研究与教学，2015 ( 1) ．
［30］刘卫东． 1953—1954 年聊城专区的粮食征购与农民口粮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2) ．
［31］张海荣．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

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J］． 史

学月刊，2015( 3) ．
［32］李飞龙． 耕牛、国家与民俗: 合作化运动中对“吃牯脏”民

俗的改造［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4) ．
［33］杨丽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宣传工

作研究［J］． 党的文献，2015( 2) ．
［34］刘宇，齐小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馆动员功能研

究————以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为例［J］． 中共党史研

究，2015 ( 11) ．
［35］龙伟． 上海解放初期中共对小报的改造与整编［J］． 中共

党史研究，2015( 3) ．
［36］李小东． 集体化时代电影进村与乡村话语革命化———以

侯家营、沈家村为例［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 3) ．
［37］杨奎松． 一位美国传教士在燕京大学的“解放”岁月———

围绕范天祥教授的日记和书信而展开［J］． 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
［38］张越． 选择与坚守: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顾颉刚 ( 1949—

1954)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
［39］徐 志 民． 中 国 人 眼 中 的 靖 国 神 社 及 其 参 拜 ( 1950—

2014)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考察中心［J］． 河北学

刊，2015 ( 4) ．
［40］李文． 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J］． 社会科学

战线，2015( 7) ．
［41］索科洛夫·安·康． 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

［J］． 史学史研究，2012( 4) ．
〔丁 芮( 1978—) ，女，河南汝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

李 文( 1963—) ，男，山西大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

Developing and Trend: Chinese Studies
on Social History in 2015 (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LI Wen
Chairman’s words: In 2015，nearly 1，000 papers of social history were published，involving in general theo-
ry，social structure，state power，environment，social aid，medical care，daily life，belief and so on． General-
ly speaking，studies on social history in 2015 focus on historical studies towards society，conversion of visual
field and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as well as real concern． With the rising of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
nese social history，a great revolution will appear and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formed such
as“sociology towards history”，“economics towards history”，“politics towards history”，“ecology towards
history”，“psychology towards history”，and so on．
Key Word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social history，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ontempo-
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eveloping an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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