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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论、江
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
我们的办刊宗旨，一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二是重视新资料的挖掘，
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三是提倡社会史的新视野，例如在超越地域社会疆界的广阔视
野中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中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地方社会与国家
互动的整体史视野中审视地域社会的变迁等；四是倡导历史评论，在学术批评中推进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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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探索　　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　　詹力行　　内容提要：研究
地域社会要守住疆界，同时又必须要超越疆界，因为区域社会总是在与其环境的互动中生存发展的。
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
区域比较研究是超越疆界研究之难点。
本文归纳了区域比较研究的类别，探讨了区域比较的理论与方法。
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无论从理论上或是方法上都应该是多元的。
深入开展区域比较研究，将使整体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关键词：区域区域比较方法论整体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
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
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是将耳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
、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
而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要素大多是沉淀于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
因此，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
怎样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个个具体而入微的研究中进行思考。
本文拟就笔者在徽州和江南研究实践中的若干思考，诸如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
等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同好。
　　一、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
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
但是，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总是有其疆界，而疆界又与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对应。
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以山区为主，“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
①。
“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②。
所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0》中说徽州疆界的特征是，“徽郡保界山谷”。
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记述了徽州疆界的四至：“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
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
”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便在这“险阻四塞”的疆界之内。
多山的地理环境赋予徽州区域以特定的气候、物产、交通、经济乃至人文景观。
徽州区域史研究是以该区域的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以及
因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其研究范畴。
举其大端，则有经济方面的商人、土地制度等；文化方面的方言、文书、教育科举、民居园林、地方
戏曲等；社会方面的宗族制度、民间组织、风尚习俗、社会生活、社会分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
。
那么，是不是我们将区域内所有的人和事一一研究过来，它们的总和就是区域整体的历史呢?显然，这
是做不到的，即便能做到，也是与我们整体史的概念大异其趣的。
　　这里，要充分注意的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
。
因此，当我们研究区域时，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
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
以徽州而言，它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
的区域社会。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
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①。
在经济方面，康熙《休宁县志》就徽商的兴起论说道：“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
。
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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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
鱼贯尾衔，昼夜不息。
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
”②在社会方面，则是宗族制度最为严密。
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是一个避乱的理想世界，避乱是徽州移民的第一位原因。
根据我对《新安名族志》的统计，中原士族向徽州的迁徙，主要发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
时期。
这三个时期正是中原地区战祸连天、社会动荡、北方人民南迁的三次高潮时期。
而其中唐末五代移民人数最多，占54％。
从移民的原因来看，不明原因的始迁约占29％，而因战乱和“爱山水清嘉”者达52．3％，占一半以上
。
可见，因动乱而突显的地理要素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迁徙徽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这些世家大族在群山怀抱的谷地中定居下来，将古代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制度保存了下来。
汪道昆《太函集》云：“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
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
以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
”③在文化上，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
宋代淳熙《新安志》的作者罗愿勾画了徽州文化变迁的大致走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
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
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
”《歙风俗礼教考》中亦有相近的记载：“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
然称东南邹鲁矣。
”在科举与理学方面，徽州又被称为“故文献国”、“朱子阙里”。
　　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
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
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
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
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
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
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
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
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
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
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人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①。
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
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岂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
”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徽商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在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
举之最；徽州宗族则是“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徽州区域社会还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8个或10个方言区）。
总之，徽州社会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
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阊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
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
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
　　区域整体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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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我们对区域的每个局部，就会有深刻的认识。
反之，我们在对局部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也较为容易去把握整体的特征。
但是，区域整体特征的揭示，绝不能以区域的疆界为限。
因为，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外，区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也是揭示区域整体特征的重要方面。
以上我们所揭示的徽州经济、社会、交化三要素以及它们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系统，都是
超越了徽州的疆界。
区域内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区域疆界外在的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外在的环境是指该区域的区位、对外的交通及与其相邻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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