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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是新时期史学研究非常活跃而且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同时，在几乎每一个重
要问题上，相关学者的看法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近年来，乡村史研究引入了若干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这些理论方法和工具能否应用于近代乡
村研究、如何应用，又出现较大的分歧。
分歧和争论的存在，表明研究已达相当深度，同时也说明继续探讨存在很大空间。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中国近代史论坛)》是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河南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这次会议围绕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这一主题，分别就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方法、地权分配
、租佃关系、乡村经济发展及乡村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将讨论话题延伸到怎样建构
中国自身的学术理论，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怎样融合，如何理解农村、土地与革
命的关系等方面。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中国近代史论坛)》由徐秀丽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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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我和我的合作者证明，从乾隆后期至嘉庆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将石仓
引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石仓阙氏从冶铁业中获得高额利润，用于购买田地，兴建大屋，增殖人口。
道光开始，国内铁业市场萧条，价格大跌，石仓阙氏从一个工商业家族转而成为农业家族，经济衰退
，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跌。
　　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我和我的合作者详细讨论了石仓阙其兴家族的7个房支从清代中期至
民国年间200年的分家过程，揭示了阙其兴家族的人均土地与人均房产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均贫
化”过程。
这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是“均贫化”，那么，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阙其兴的后人
中就没有地主了？
　　根据松阳县的土改档案，阙其兴后代居住的石仓茶排共划出了16个地主。
根据村民的回忆，我们将这16个地主的姓名、谱系、田地与房产、职业构成一一复原。
结果发现，除了1户教书先生兼地主、3户政治人物（警察、乡“戡乱”委员会主任、副县长之母）兼
地主，以及两户因上代传下田产而成为地主（其中一户没有田地，为“破产地主”），其他的十户地
主都兼营商业。
其中最大的地主阙吉豪，也是村中最大的商人。
同样，在1930年代的寻乌，我们看到，越是富裕的大地主，从事工商业的比例越高。
这令人怀疑寻乌的“万户”们主要是靠工商业，而不是靠农业积累财富，增购地产的。
　　在石仓的7个行政村中，除下茶排（又名七村）外，其他各村地主户均土地不足30亩，实在不够地
主的标准。
土改资料又说上茶排（又名六村）“评起来没有地主，乡里改成了三户”。
五村唯一的地主也是“由乡里决定的，我们没有评过。
”五村的这名地主全家九口，24亩田，人均只有2.67亩，全乡最低。
土改资料称其为前清秀才，县参议员。
原来，是政治身份而不是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地主身份。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