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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乡村善治”是古今乡村管理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管理的成功离
不开中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哺育，而汲取传统乡村管理资源，实现传统乡村管理与现代乡村管理在
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有机对接，则有赖于对历史传统的正确解读。
我国传统乡村管理资源，包括乡村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
内部指乡村地域内民间社会组织的管理，外部指国家对乡村的管理。
以知县为代表的县级官府是两者的交汇点。
知县施政的理念和实践，是影响乡村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其经验教训的总结，理应成为弘
扬继承乡村社会管理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王亚民博士的《蓝鼎元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以清初知县蓝鼎元施政的理念和实践为中心，进
行个案的专题研究。
作者侧重就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关注知县的作用，采用了乡村社会史、政治史、海洋史相互整合的方法
，探讨了蓝鼎元的乡村治理活动，并通过具体分析相近时期三类内陆知县、清代三个不同时段知县的
乡村治理个案，与之比较，力图厘清清代知县传统乡村治理历史演变的轨迹，揭示知县蓝鼎元乡村治
理的时代性、地域性和过渡性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对“乡村善治”、“知县社会史”作了理论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相信当有
助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我国乡村社会管理的传统文化，知县治理乡村社会的经验，虽然蕴藏着合理性的要素，但如何和现代
化的要求结合起来，为我所用，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系统工程。
批判地继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思想理论上超越传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善治理念，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实现制度的创新，为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书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冀望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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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蓝鼎元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乡村善治的历史解读》以清初蓝鼎元的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
为研究对象，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幕友时期蓝鼎元的乡村治理思想，认为经过台湾乡村治理实践的历练，幕友时期的蓝鼎元初步
总结与发展了我国传统的乡治思想，其乡村治理思想简约、实用，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下篇：知县时期蓝鼎元乡村治理实践，认为其乡治实践成为传统善治的典范，通过时空分析，对蓝鼎
元乡村治理的区域特征与历史特点得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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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亚民，男，山东省巨野县人，1973年出生，汉族，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讲师，硕士
生导师组成员，主要从事清代与民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作者相继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齐鲁学刊、东岳论丛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多篇为光明日
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文摘报转载；作者参与完成编写我国大型通史一部，参与完成国家古委
会项目一项，主持吉林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吉林省社科项目、国家古委会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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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思路、方法、史料与概念笔者选取“蓝鼎元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为课题，从区域社会史的
研究出发，力图在蓝鼎元研究、清代乡村治理研究、知县社会史研究三个方面有所拓展，进而从传统
乡村治理的视角，初步回答如何实现当今“乡村善治”的问题，以期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村民自治
建设有所助益。
幕友时期，蓝鼎元针对台湾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主张，被世人誉为“筹台之宗匠
”。
由于乡村问题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台湾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特就乡村的视角管窥其社会治理思想。
在描述海岛乡村概貌与管理基础上，笔者探析了蓝鼎元乡村治理思想的产生、内容、影响及原因，进
而从传统乡治理论的总结与发展、乡治思想的历史缺陷两方面，评述了其思想理论上的贡献与不足。
幕友阶段之后，蓝鼎元不仅积累了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而且为人选拔贡进而成为知县铺平了道路。
尽管广东潮普地区（潮阳、普宁两县）号称全国难治之地，知县蓝鼎元仍然对当地乡村进行了大力整
治，政绩卓著。
笔者首先研究了蓝鼎元施政下的海国乡村社会，然后，从掌控乡村局势、教化村落人群、心理的历程
、成败的解说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了蓝鼎元的乡村治理活动，这是揭示知县蓝鼎元乡村治理基本面相的
第一步；接着，笔者探究了蓝鼎元乡村治理的地域特性与个人特点，这既是一种横向分析，又是揭示
蓝鼎元乡村治理基本面相的第二步；之后，笔者研究了知县蓝鼎元乡村治理的历史特点，亦即时代性
特征与过渡性特征，这是蓝鼎元在乡村治理方面不同于前人之处，也是揭示蓝鼎元乡村治理基本面相
的第三步。
这一系列努力实为蓝鼎元乡村治理研究的扩大与深入，又是从个案到群体的过渡。
最后，笔者检讨了整个研究过程，进而在反思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统域与自域”的理论假设
，就传统乡村治理的视角初步回答了如何实现当今“乡村善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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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秋意浓浓的师大校园里，艳阳高照、风景迷人，书稿完成之余，愚钝的我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
当然，由于学力有限，拙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为此，我渴望着世人的批评与指正，盼望着它的抛砖
引玉之效。
忆当年，我背着家的负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从古色古香的圣地曲阜来到了美丽的南国之滨厦门求
学。
恩师王日根先生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谆谆的教导使愚钝的我逐渐走出了困境，迈入神圣的学术
殿堂。
由于出身在黄河岸边贫穷的乡村、在历经沧桑的黄土地上长大，我对乡村问题情有独钟，于是，在导
师组四位导师王日根先生、杨国桢先生、陈之平先生、刘永华先生的共同指导下，我开始了“蓝鼎元
乡村治理”的研究与思考。
光阴似箭，岁月蹉跎，三年之后的我看着装订一新的博士论文，望着母校授予我的多个荣誉，幸福的
眼泪一滴滴地急速流下，当时，我不知道是我融入了情感，还是情感融入了我！
伴随着长途列车尖利的轰鸣，我从南方迈步到北国，从学生成长为老师，开始了我人生中一次更长的
征程，也开始了由毕业论文到学术专著的努力。
早在厦大学习之时，德高望重的杨国桢老师就提醒我从不同历史时期去研究蓝鼎元，治学严谨的陈之
平老师认真地告诉我“选题小”，社会史名家常建华老师指出清代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把握运用地不够
，知县研究专家柏桦老师教导我注意知县乡村治理史料的完整性等。
在师大两年多的时间里，按照上述恩师的教诲，以及陈恩林、邵汉明、张士尊、薛柏成等前辈的建议
，我一直从事毕业博士论文的修改与扩写，直至今天书稿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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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蓝鼎元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乡村善治的历史解读》编辑推荐：《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
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br〉《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
通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
优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
极贡献。
〈br〉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br〉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br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br〉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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