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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徽商研究从何时开始？
应该有几条必须同时具备的判断标准。
我们认为，第一，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来说，应当十分明确，从一开始的研究就要有预设的目的。
如果没有一个预设的研究目的，只是出于某种自由爱好而写作发表了一些文字就不应视作研究某一问
题的开端。
如果那样，对于徽商的研究，似乎就可追溯到徽商诞生的年代。
第二，从研究者的研究起点和水平来说，研究出发点主要不是事实研究，而应当侧重于探索事物发展
变化规律性的研究，尽管事实研究是探索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基础，但历史事实毕竟都是片断的、支
离的、散乱的，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几乎和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同时的，那些历史上的私家笔记等都
是作者自己眼中的历史事实。
记载者或描述者并不是研究者，研究者的研究是拼接历史的碎片，是企图研究历史事实的完整性以及
企图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所以，研究起点和研究水平应是某个问题研究起始的标志之一。
第三，作为一门学问的研究起始要有代表作，代表作的特征：一是要有分量，即要有一定的文字表述
量，三言两语固然可以出精品，但作为一门学问三言两语就难以说明问题；二是要有理论研究的力度
，即要有理论分析的穿透力；三是研究成果要被学术界公认；四是研究的内容必须是所研究事物的核
心问题或主要方面，如果说这样几条判断标准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便可以来分析徽商研究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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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由徽商研究逐步发展到徽学研究，但在徽学研究中，徽商研究一直是热点和重点(
“文革”期间除外)。
明清时代和徽州社会孕育了徽商，徽商产生后，又使明清以后和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商人文化
的印记。
要研究明清以降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徽商等商帮对该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研究徽商，就必须
研究明清以降的历史和徽州社会，二者不可或缺、割裂。
从逻辑上说，徽商虽是徽学的一部分，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核心部分，
如果没有徽商，今天就不大可能形成一门崭新的学科——徽学。
当然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对徽学的各个方面进行透彻的研究，也就无法真正研究透徽商。
徽商，正如张海鹏生前所指出的那样，是徽州社会。
之“子”，是徽州社会的“酵母”。
④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将注视点放到徽州这块被人
长期视为神秘莫测的山区土地上。
特别是自那以后，研究成果不断迭现，出现了嫁接果相覆盖，连理枝相交通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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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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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推动了明代安徽区域学术的繁荣。
书院推动学术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讲会的形式实现的，讲会析疑辩难，这是书院不同于其他教育组织形
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书院讲会始于南宋，盛行于明中叶以后，至清初仍很盛行。
它是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书院在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上迥异于官学、科举教
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书院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安徽书院的讲会历史悠久，发端于南宋歙县紫阳书院。
元、明之际，皖地朱门后学甚众，或为山长，或任主讲，常举行讲会。
明中叶以后随着安徽地区学术的繁荣，书院讲会更加兴盛。
明中叶由于王学提倡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论非常简明易懂，并且使士人孜孜以求的“人
人有个作圣之路’，成为可能，王学得到了绝大多数士人的认同和拥护。
当然王学的发展还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风气出现的新特点有很大关联，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渐渐拥有较大的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越来
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松弛。
随着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达，知识传播更加容易，也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
形态所划定的底线，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富资源，也使得另外开辟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的管道成为
可能。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向新安问碧流>>

编辑推荐

　　学术是永远不断刨根问底的事业，《重向新安问碧流：多重视角下的明清徽商研究》作为一个学
术探索的脚印，我们已经感到留下了许多缺憾，同时又感到这种缺憾暂时无法弥补，在一种无可奈何
的心境下，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
的路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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