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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称谓与崛起西方新文化史是史学界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的一场重大的史学理论
运动，或日它是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撰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这股潮流取代了经济一社
会史，是对旧的体制和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动和发展，是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
向”，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
这股热流70年代初传人意大利、英国，80～90年代开始波及德国、西班牙、匈牙利、荷兰、瑞典等欧
洲国家。
新文化史的称谓比较复杂，表现出多样性。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愿意把新文化史称为社会文化史，他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中，还
有意把新文化史称作人类学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愿意称新文化史为心态史，法国学
者卡布瑞更愿意称新文化史为后社会史，还有把新文化史称作新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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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文化史走过了二十年坎坎坷坷的历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是对二十年来中国
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和主要研究成果的聚焦。
很多学者一直关注着这一新生的学术领域，更多的青年学人热衷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
相信在这二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运用多学科的视阈，深入探索历史上的社会生活
，并逐渐形成历史研究的新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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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先后师从龚书铎先生、李侃先生、林增平先生、耿云志先生。
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女性文
化》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中心主任等。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其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并主张
从多学科的角度看待社会文化的演化，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文化问题。
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项目等，曾获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要专著有《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中国近代史
基本线索的论辩》、《日本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主编了《社会生活探
索》等，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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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代序）上编 理论与方法　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社会文化史：
历史研究的新角度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
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复兴社会史三议　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
生共荣　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礼俗文化的再研究　对民
俗的历史解读　中国人生活意识的觉醒　关于陋俗文化的研究——访梁景和教授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
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我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明史到社会文
化史再到明史　社会文化史悄然兴起　从多学科角度研究社会文化问题中编 书序与书评　陋俗文化的
嬗变与人的精神进化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序　《从上海发现历史》序　《晚清
社会风尚研究》序　发现生活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陋俗流变与移风易俗　追寻已逝的街
头记忆——评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从人生礼俗
透视中国的文化结构——读罗梅君著《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　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
文化》 　陋俗文化嬗变的背后　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　生活方式：历史研究的深处——
评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　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生活是个大
世界——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启蒙运动的“生意”：一曲书商的颂歌下编 纪要与综述
　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　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　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
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代中国
的城市&#8226;乡村&#8226;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第二届中国近代
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
史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十五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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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代表人物与传承新社会文化史的学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会史的，后来对社会史产生了疑问，并
逐渐开始对社会史理论框架展开批判和修正。
被奉为新文化史思想先驱的英国劳工史家汤普森1963年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体现
了“向文化的转向”的趋势，他主动超越了社会史并把研究转向文化史方向。
60年代末，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把社会一经济史转向社会一文化史，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
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海登·怀特于1973年出版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由于怀
特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所以他被视为文化转向的“创始人”。
新文化史这股潮流，还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理查德·普莱
斯等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学批评家也都卷入新文化史运动之中。
在学术传承上，新文化史受60年代兴起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以伯明翰学派为
代表的文化理论的影响颇深，但同时对前者的批判也是促进新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如1983年
剑桥大学教授加瑞斯·斯蒂德曼·琼斯出版的论文集《阶级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研究1832-1982》，
书中对汤普森进行了批评，另外，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的专著《人民的视界：工业的英国
和阶级问题1848～1914》也对汤普森进行了批评。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颠覆了社会经济
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
地位。
（三）性质与特征关于新文化史的性质，林恩·亨特对此做过说明，它“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
智，把它看做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
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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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走过的路程还是很有意味，也很
令人感慨！
这是萌生编辑这本论文集的初衷吧。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港台和大陆其他史学专业，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而本文集仅以中
国大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中心进行收集和阐述，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代序《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一文大致介绍了这些情况。
还要说明一点，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中华书局版），以及孙江、黄东兰、王笛等
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可专门论述，此略。
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视线还有许多未达之处，本书收集的篇章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深表遗憾。
感谢本书论文作者对我们的支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向
的研究生们和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黄胤英等为本书的编辑校对付出的辛劳。
尤其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月华主任为本书的出版给予的热情帮助。
本书有很多缺欠和不足，希望同仁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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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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