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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ldquo;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rdquo;的子课题&mdash;&mdash;&ldquo;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选译&rdquo;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史学界倡导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思潮出现以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日趋兴盛
，至今，虽然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还不无论辩乃至质疑，但现实中，已有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史的视角或以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恐怕亦是不争的事情
，或许，谓之为史界&ldquo;显学&rdquo;亦不为过。
若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当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应该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
来国际史学界将研究重心由抽象的规律和结构逐步转向具体的、生活在历史情境中的社会和文化的个
人这一整体趋向的一部分。
　　毋庸讳言，当初那些先行者对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倡导，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对国内教条主义史学
的不满和反省，而多少缺乏对国际史学动向的把握以及实践国际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
或许正因此故，以国际的眼光视之，将其归入国际潮流的一部分虽无大碍，但当时的研究所表现出来
的理念，明显新旧交杂，甚至有些&ldquo;落伍&rdquo;。
不过，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被引
入，并被自觉加以实践，中国社会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新动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趋密切，近年来，
医疗社会史、社会生态史和心态史等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以&ldquo;新社会史&rdquo;相标榜的践
新诉求，或许就是最好的明证。
　　如今虽然是个强调文化相对主义和&ldquo;本土化&rdquo;的时代，不过，无可否认，西方学术和
文化的强势地位依然没有改变，颇具意味的是，即使在那些高举&ldquo;本土化&rdquo;大旗的学者笔
下，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亦大抵是西方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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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ldquo;二十世纪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rdquo;的子课题&mdash;&mdash;&ldquo;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
选译&rdquo;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史学界倡导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思潮出现以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日趋兴盛，至
今，虽然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还不无论辩乃至质疑，但现实中，已有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从社会史的视角或以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恐怕亦是不争的事情，或
许，谓之为史界&ldquo;显学&rdquo;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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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逼嫁的第二种情况发生于&ldquo;贫困家庭&rdquo;，其原因在于亡夫家逼迫寡妇再嫁，以谋取财
礼。
《宦游纪略》中时有亡夫家留下寡妇的亲生儿子，逼迫寡妇再嫁的记录，而那些未有生育的寡妇则更
难得安身了。
当然也存在贪图财礼的公婆与期望再嫁的寡妇本人双方一拍即合的情况。
浙江的一地方志就记载称&ldquo;贫妇夫死有子者，多招夫养子，无子转适&rdquo;①，因此这种情况
应在任何地方都有存在。
　　逼嫁的第三种情况及原因在于，溺女风俗的盛行使得寡妇在婚姻&ldquo;市场&rdquo;上极富需求
。
这既是个别家庭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因此无论是&ldquo;富家大户&rdquo;还是&ldquo;稍富
之家&rdquo;都会受到影响。
然而，受影响最深的则要数那些&ldquo;贫家小户&rdquo;了。
因为虽然婚姻讲求门当户对，但是中上家庭的男子在求偶时往往会选择略低于自身家庭的女子，从整
个社会来讲，这仅是个微小的差别而已。
最不幸的是&ldquo;贫家小户&rdquo;阶层，尤其是对女性毫无吸引力的地处穷乡僻壤的家庭。
《祝福》中的祥林嫂改嫁的夫家就是这样的人家。
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已超过适婚年龄的女性的也流向了高一层次的家庭，对于那些山里的汉子来说，
如果没有逼嫁的风俗，他们又怎么才能成家呢？
所以寡妇也不能不重新进入婚姻&ldquo;市场&rdquo;。
这不仅是个别家庭的需要，而且对维持整个社会秩序来说也是必要。
此时寡妇若借口守节而拒绝再婚，问题就会变得相当棘手。
总之，这形成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形，即整个社会在表彰贞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对问题的解决感到
左右支绌。
　　由于鳏夫要续弦，使得对寡妇的竞争更加激烈。
全宗族对鳏夫，尤其是无子鳏夫续弦给予支持和奖励，而且根据宗族的互助条例，鳏夫的续弦可以多
次获得津贴②。
然而另一方面，社会伦理又不希望寡妇再婚，对那些坚持守节的寡妇，各个宗族一般也都会规定给予
津贴。
这两项规定同时存在，也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和伦理观，但事实上两者又极其矛盾。
这种矛盾并不是指男女两方待遇的迥别，而是指一方面发放援助金奖励鳏夫再婚，另一方面又支付援
助金鼓励寡妇守节。
如此一来，自然就会进一步影响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结果使得鳏夫的续弦再娶变得更为困难
，进而促使财礼价格抬升，而援助金也随之仁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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