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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项目批准号：01JAZJD770013），由南开大
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主持，于2001年12月立项，包括五个子项目：即《中国社会史概论》（
冯尔康教授承担）、《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常建华承担）、《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
译》（张国刚、余新忠承担）、《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选编》（常建华、阎爱民承担）、《多
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常建华、赵世瑜承担）。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属于学科基本建设，兼具教材、学术史、教研参考以及工具
书的性质，为中国社会史的教学、研究服务，主要面向高等院校的师生以及其他中国社会史爱好者。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最有学术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
影响，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清理以往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编著了《新时期中国社会
史研究概述》一书。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冯尔康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
社1988）一书，清理了1911年至1986年6月的研究成果，该书在学术界反响很好。
本书则为续作，反映1986年7月至2000年12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体例大致沿袭《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一书，综述部分新增“社会史理论述评”，索引部分新
增通论性论文，都是前书所无的。
此外，由于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一些新领域如生态环境、疾病医疗进入研究视野，我们也一并加以介
绍。
本书收录的研究成果除中国的大陆地区外，还尽可能收录了中国台、港、澳地区所发表的论文、专著
。
索引收录尽量全面，综述则有详略。
编写本书最令我们吃惊得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为始料不及。
我们尽可能阅读有关成果，但还是有相当部分未能寓目，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的综述、论文
摘要、报道，并选取了信息中的某些文字。
特此说明，并向原作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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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成果之
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由社会史理论述评、先秦秦汉社会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社
会史研究、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五个部分组成。
下编为“中国社会史论文、著作索引”，其中论文索引既有断代性论文索引，又有通论性论文索引，
还收录了部分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相关论文和专著。
此外，为了充分反映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该书介绍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新领域如生态环境
史、疾病医疗史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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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视角说认为社会史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出现的，或表述为新史学、新范式、新视角，其中以视
角使用较为普遍。
早在社会史兴起不久，王家范就强调社会史作为“新史学”的特性。
他说：“社会史首先应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担当起“新史学”的历史使命
。
认为社会史既不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也不是分支。
告诫大家：“历史学的古董鉴赏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简单地移植新课题，已经有迹象表明，很可能变成罗列奇风异俗、陈规旧习的民俗展览。
这当然是与社会史倡导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它提醒我们，新课题最多只能提供变革的外在形式，而变革的成功与否，将最终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内
涵去赋予课题以新的生命，显示其社会史的意义。
”赵世瑜赞同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社会史不应只是生活方式史（即旧的、狭义的社会史），而应是全
社会的历史。
他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
学。
不仅家庭、婚姻、妇女这些东西可成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皇帝、宦官这些传统政治史的课题，经济
危机、工资与物价这些传统经济史的课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说的过分一些，历史学的变革
目标就是这种社会史。
⋯⋯应该说，历史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将导致社会史研究从选题到结构的根本不同”。
他还强调在社会史研究之中理论概括，说“如果不在研究中应用理论，社会史学科理论——还不要说
体系——是千呼万唤也出不来的。
”全面反映赵世瑜观点的是《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一文，他从关于社会史概念的一些疑问出发，
辨析各类说法，并进一步将社会史表述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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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是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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