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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卞利教授相交十几年，我感到他的治学是那样的勤奋，又是那样地探求真知，向往学术上的新境界
。
今日有新作，要我写序，我为他的新成就而高兴．乐于下笔。
及至展卷，进入眼帘的目录．立刻令我兴奋起来。
我的兴奋点有3个方面，，首先是代前言“徽学的形成与发展”，我忝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
委员会委员，可是什么是徽学？
在脑际并没有完整的明确的概念，不无愧焉；其次是祁门程氏、谢氏两个家族的个案研究和法律社会
史研究，因为我在前一个时期致力于家族史的探讨，和卞利教授一同去过祁门作田野调查，虽然我仅
去一天，但印象深刻，今见他进行祁门家族史个案研究成果，自然倍感亲切，又知法律社会史是他的
研治课题之一，一定会有新见解贡献给读者；复次是关于徽州文书文献资料的讨论，徽州文书是徽学
产生的基点．要真正认识徽学，是不可以不知的，加之我历来又是以史料学研治为求知方向之一的，
对徽学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焉能不感兴趣！
我就是抱着这些求知的欲望，兴敛勃勃地，对书中有的地方认真研读，有的部分略作关注。
读罢，闭目沉思：感受何在？
日“惠我良多，亦有不解渴之处”；再思之，这是什么样的书？
日“是有学术贡献之作，然留有深入研讨的余地”；日“能做到此，诚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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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坚持学术质量至上的原则。
不限种数，凡是以微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集均可列人。
按照程序，先由作者提供书稿，中心邀请专家评审，达到出版的学术水平，即可列入丛书予以出版，
出版经费由中心筹集。
这是解决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特别是推动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
    《安微大学微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这一命名，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
建设要求决定的。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员是流动
的，实行“带课题进所，完成课题离所”的动态机制。
因此，丛书作者的人事关系不一定在中心，但只要被中心聘任为专，兼职研究人员，其研究著作均可
列入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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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外史学界徽学学术交流的简要历程徽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
与中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与交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徽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
如果说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徽学还只是萌芽的话，那么，从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开创者和
奠基人傅衣凌以及安徽省图书馆吴景贤率先开始的对徽州佃仆和伴当的研究，则可以说是徽学研究的
发端。
正如傅衣凌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30年代。
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
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问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
40年代开始，明清徽州独特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曾经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数百年、独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分别进入了中外学
者的视野。
1947年6月，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汇报》4卷2期上，发表了题为《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
团史初稿之一》的专题论文，揭开了徽学三大主体研究领域之一——徽商研究的序幕。
1953—1954年间，日本学者滕井宏深入详细地研究徽商的力作《新安商人研究》，在《东洋学报》36
卷1一4期上连载。
这篇洋洋十余万言的论文，可谓是海外徽商研究的开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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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便对徽学这一新兴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今，20年过去了，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到治学的不易。
没有前辈学者的辛勤开拓，没有几代学者前赴后继地潜心探索，徽学或许只能作为地方史的一部分．
而失去其应有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此，我谨对徽学的前辈学者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记得1997～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的导师、著名史学家瞿林东教授曾经说过，“单
个的一篇文章町能是珍珠，但把它们串起来，如果不能成为一串晶莹的项链，那就说明你学无专攻。
作为学者，你是失败的。
”从那时起，瞿先生的教诲时时在耳际萦绕。
说起来，在这20年时间里，我曾经涉足过明清时期江西、淮河流域和徽州等诸多地域社会经济史的学
习和探讨，也曾经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秘书学、公文写作和社会学等领域参与过教学与研究。
但是，我始终坚持把对徽学和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学习和探索，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不敢有丝毫
的懈怠。
特别是1999年底我从安徽大学历史系调往刚刚组建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以后，更是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悉数投入到了徽学和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
工作中。
先后负责承担了徽学研究中心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徽州文化遗存的调
查与研究》和《徽州法律文书与民间法研究》课题的研究。
结合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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