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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总十余年来作者关于宏观性的史学观察和理论方法论方面的议论文章，寄托对于中国历史
学及其文化意义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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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明清
社会经济史、福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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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实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给研究农业经济史的学者出了
一道难题。
学者在论述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引进扩种粗粮品种如番薯、玉米等以便解决
饥荒问题，开垦边疆、山区的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两项史实为主（以及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扩
种）。
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转是以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准恶化为代价的。
而当大量民众为着温饱而挣扎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超速进化是无法想像的，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十分
脆弱的。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　　明代社会经济一系列带有转折意义的变化
，基本上是以中国南方区域为核心而展开的。
以致于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把明代江南经济史等同于明代经济史：论述明代赋役制度演
变史，集中在江南官田重赋问题；研究明代市镇的兴起，有关明代江南市镇的论著层出不穷；探讨明
代手工业的进步与经营方式的改变，也无不以江南为研究核心。
更不要说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及其对于世界的影响，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特有现象。
凡此种种说明，所谓的明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表
述应该是：明代中国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而同时期在相当多的北方区域，特别是西北区域，并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明清时代中国的南北分野》　　对于南明历史的研究，始终掺杂着过多的主观意识与史实的
推测。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三百多年来史家研究这段历史所能依据的史料记载，基本上是来自那个
特定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亲身经历了当时朝廷易代并且参与了抗清活动的人们的痛苦记忆。
这种痛苦记忆的历史叙述，必然贯穿着两种挥之不去的主观意识，即政治立场的偏见与事后诸葛亮式
的设想。
以至于我们今天还会有意无意地延续着南明时期的某些政治与道德的价值判断，并莫名其妙地为三百
多年前的一些事件作出历史设想。
　　--《南明史料的另眼解读》　　根据客家是正统中原士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人们创作了客家人南
迁时驻足闽西宁化石壁村的传说。
这种传说，或者说是所谓的&ldquo;历史的集体记忆&rdquo;，在早期的客家文献中很难找到比较确切
的证据。
即使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系统提出客家是正统中原士民的后裔这一论点的罗香林先生，也对这一
传说抱着存疑的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末，一些客家籍的成功人士在宁化县石壁村大兴土木，修建了所谓的客家百姓大祠堂
。
后续许多客家祖谱也纷纷把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千方百计地到宁化石壁村转一转。
&ldquo;新&rdquo;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创作了出来。
　　--《回归学术主体性：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　　许多论者都十分推崇客家民系&ldquo;重文
教&rdquo;的传统，这也是只见客家民系不见其他民系的结果。
&hellip;&hellip;据谢重光先生的研究：&ldquo;闽西的汀州，自唐开元年间建州以后，至北宋天圣年间
才建立郡学，中间有近三百年没有州、郡一级学校。
所以自唐开元末建州至宣宗大中年间，历一百多年才有一位伍愿进士及第，自大中年间至北宋太平兴
国中又一百多年，才有罗彧成为汀州第二位进士。
此后直至《临汀志》成书的南宋开庆年间，'每科得人亦稀'，与同时期福建各州军相比最为落后。
&rdquo;到了明代，客家区与沿海各地在文教方面的差异仍然相当明显，明代万历年间在福建任过官职
的江南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说：&ldquo;闽西诸郡人（客家）皆食山自给，为举子业不求甚工。
&rdquo;举沿海非客家的兴化府为例，莆田一县仅宋代就有进士近二千人，大概等于闽粤赣地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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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进士人数的总和。
事实上，一个地区的文风兴盛与否，与这个地区的民系性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这个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清代以前，闽粤赣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闽粤沿海的非客家区域，客家的文教事业落
后于闽粤沿海的非客家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　　
研究客家方言的学者，无不强调客家方言的形成是由于客家的先祖以士族的身份从西晋以来经过历次
的南徙，带来了中原的母语，故而现在的客家方言，保留了&ldquo;较多的中原古音&rdquo;。
这实在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结论。
从南迁的历史看，如前所述，非但客家，华南其它民系也无不经历了这一过程。
从所谓保留中原古音这点上看，现存的有关南方各方言的研究论著看，各自都举出众多的论据，证明
这些方言保留了&ldquo;较多的中原古音&rdquo;。
至于这个&ldquo;较多&rdquo;是怎么得出来的，那只有各说各话了，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衡量尺度或
较为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邓晓华先生的观点值得注意。
他说：&ldquo;传统学界认为的客家是中原正统，客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后的延续，这种观点恐与事
实相悖，客家应是多源的，客话中既有代表儒家大传统的汉文化的中原雅音，也有大量苗瑶语族、北
侗语族的语言成份，客话是多层面长期的语言互动后形成的。
使用传统进化理论来解释客话及客家的形成是不恰当。
&rdquo;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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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发表的时间相距十来年，并且大多是史学大家陈支平教授应各种会议要求或受邀
演讲时临时想出的题目，没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零敲碎想”。
尽管如此，这些“零敲碎想”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其对中国古代史的宏观审视，以及对于历
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独特看法，寄托了对于中国历史学及其文化意义的真实情感。
因此，就把这本书命名为《史学碎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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