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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缪、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
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
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
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土研究生。
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
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
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
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
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
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
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
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
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
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
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
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
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
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
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
 　　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
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
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
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
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
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
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
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
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
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
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
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人中国之初始。
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
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
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
 　　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
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
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
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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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
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
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
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
 　　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
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
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
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
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
动。
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
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
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
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
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
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
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
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
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
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
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
研究特色。
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
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
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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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茂明 1965年生，江苏泰州人，1982—1989年就读于苏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8年任副教授。
2001年获历史学博土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专门史硕土生导师，地方史志研究室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土
后。
研究专长为江南区域社会文化史、中国政治制度史。
曾在《历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论吴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等学术论文40余篇。
曾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
项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
目前主持的项目有：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明清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研究”、江苏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基金项目“3—19世纪江南士人与江南文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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