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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区域社会风俗变迁（1912－1931）》选择近现代东北区域社会风俗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基
于东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有待挖掘和深入，特别是社会风俗的变迁更值得深入的思考。
区域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
受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影响，区域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异军突起，范围涉及全国各个省份地区。
关于民国时期上海、天津、武汉、江浙、湖湘、岭南、燕赵等地域风俗文化史，相继出版了大批研究
著作。
而对民国东北区域社会风俗进行整体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见到。
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社会风俗发生前所未有之变迁，而东北地域社会风俗风貌既
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蚀，同时由于俄日势力的染指，以及大规模的关内移民的涌入，使其社会风俗的变
迁呈现多元化和特殊性。
东北这块土地，社会文化史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笔者将视角投向东北地域的社会风俗史
研究，以期能为东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略尽微薄之力。
二是笔者兴趣使然。
关于东北的区域文化问题，笔者在读硕士期间即已开始关注，经过几年来的积累，对民国以来东北社
会文化问题已有初步的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笔者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于黑土地这份执著的热爱，驱使我将目光投向东北地域这一研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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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妍1979年3月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200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于东北师范大
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200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师从著名学者朱志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6月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近现代社会史等。
主持东北师范大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参加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北方论丛》、《北京党史》、《学术交流》
、《长白学刊》等核心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现于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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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南满城市，如大连、营口、丹东、奉天以及长春等，其日化痕迹表现得较为明显。
日俄战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历史时期。
这一期间，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最为严重，东北也是日本取得经济侵略成效最大的地区。
在此期间，日本获取了其在中国大陆的首块租借地——3490平方公里旅大租借地，同时也建立起了自
己的“东印度公司”——满铁，占据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及16处商埠地①。
满铁附属地，即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的简称，是指南满铁路沿线属于满铁的用地。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依据《朴次茅斯和约》的规定，在继承、接收原由沙俄占据的长春以南
至大连的中东铁路及附属地带的基础上，以保护和管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南满铁路的名义
，继续通过胁迫、霸占、兼并、商租等手段，在东北南部铁路沿线建立类似以往中东铁路附属地和租
界的形式，完全排斥中国主权的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特殊地域，具体地说是指大连至长春、奉天至安东
、营口、烟台、抚顺、柳树屯（合计约1129.1公里）的铁路沿线属于满铁的用地。
满铁附属地内包括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镇、市、街地以及抚顺、烟台、鞍山等地的广大矿区。
满铁附属地受满铁管辖。
设满铁附属地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满足铁路用地，因此附属地的范围不断扩大，而其大部分成为市街
用地，包括住宅、街道、学校、公园、图书馆、体育场，还包括农田、矿区，甚至宽广的练兵场等。
例如满铁奉天附属地的纯铁路用地仅占奉天附属地的7％。
总之，满铁以武力作为后盾，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并不断扩大附属地的范围，使之实际上成为日
本控制中国东北中心地带的占领地。
不仅如此，满铁还占有除哈尔滨、吉林以外东北的一些重要城镇，一些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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