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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成显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合肥  230039) 
 
    作为一项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章节严谨的系统性论著，也可以是各
自独立成篇的专题研究汇编。前者彰显体系建构，后者突出问题意识。范金民教授
主编的《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即采取了后一种形式。该
书为3卷本，分别为六朝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收专题研究36篇，计百余万
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为南京大学“985工程”所立课题，由该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
学科以及江苏学界的13位专家学者共同承担，该书即是这一集体研究项目的最后成
果。由于江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唐中叶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之中心
地所在，故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
从事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学者自不必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者，乃至探索中国
古代社会变迁的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江南社会经济这一领
域。多年以来取得的成果甚丰，所出论著，难以数计，鸿篇高论，不胜枚举。然
而，这一领域无疑仍是一个远远没有做完的大课题。江南社会经济的不少方面此前
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尚待开发的新课题还有很多。即使已经做过的研究，其存在
缺失与仍需进一步探讨者，也十分明显。该书即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江南社
会经济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从而在整体上将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概括说来，其主要成果与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
领域的扩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经济、手工业生产、商业经营、海运及海外贸易、
赋役制度与政策等，仍是该书的主要论述专题，而对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城市与
社会经济、移民与社会变迁等，该书皆有长文专论。毋庸置言，过去的社会经济史
研究对后一方面虽有涉及，但仍十分薄弱。该书这一方而的论文，对地理背景、生
态环境、自然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的意义，移民对社
会经济变迁的作用等都作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这对于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不可或
缺，十分重要。关于农村基层组织的演进、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等，则有多篇力
作。在商人家族、慈善设施、婚姻论财、医人与社会等各方面，亦有专文论述。此
外，还有值得关注的利用档案文书和文物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这些新的探
索，对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本身当然颇有价值，而于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更具
意义。 
    研究成果的突破。该书作者们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严谨考辨，深入探
讨，从历史实际出发，得出了不少与以往研究不同而颇具新意的结论。例如，关于
汉至六朝时期江南水田耕作的“火耕水耨”技术，对这一关系两汉六朝时期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社会经济开发程度的重要问题，此前的解释众说纷纭，认识上颇有歧误，一
般多将其定性为一种原始粗放的耕作方式。该书张学锋所作《六朝农业经济概说》
的研究中，广泛征引文献资料，结合相关出土文物，详加考析，认为所谓“火耕水
耨”本是南方水稻种植区防虫取肥和中耕除草的两项基本农活，并非那种原始粗放
的中耕程序，已是南方水稻种植中“精耕细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如，关于宋代
江南粮食亩产量，江南农业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乃至宋代是否存在“江南农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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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商业革命”等，近年来已成为宋代经济史研究有争议的问题，颇为引人注
目。该书作者方健多年以来广泛涉猎大量史料与相关研究成果，仔细考辨，辛勤耕
耘，在《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若干问题研究》的专论中，以“如何
评估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和“关于宋代江南的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进
步”为题，针对上述宋代经济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认为宋代的定额租多与地价关系密切而“一般与产量关系不大”，以“倍计”
的方式推定亩产量是不可取的。其结论是：作者并不赞同“农业革命”、“经济革
命”之类的提法，但认为“就迄今的研究而言，‘宋代经济革命’或‘宋代农业革
命’之类的主流观点，仍不足以动摇，更无法轻易否定”。考核全面，持论平正，
具有说服力。又如夏维中所作关于宋明农村基层组织演进的系列论文，范金民关于
明代江南后期的通番案及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探析等，都是发前人之未发，颇有份
量，值得一读。此外，本书还有不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再枚举。 
    研究方法的启示。该书虽是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成果汇编，但在总体上仍然揭示
出了从六朝至明清这一历史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变迁历程。作者认为：唐
初以前，江南农业仍处在低度开发阶段。唐中期至北宋末江南社会经济得到了高度
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宋代江南农业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但
仍处于外延增长阶段，即主要依靠土地的全部开发利用和耕作制度的进步，江南经
济繁荣仍单纯依靠农业收入。进入明代，特别是明中期起，江南逐渐成为全国最大
最为重要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与棉纺织业基地。此时江南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商品
性农业的发展，靠的是建立在丝棉手工业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前的纯
粹农业经济有了质的区别。然而，正如范金民教授在该书的总前言中所说：“对于
这样的江南经济发展情形，美籍学者黄宗智等，看不到或不承认其前后的内涵变
化，不以年收入而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不以农民家庭总收入，而以单个农民的农业
收入，而仍以农业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学概念来讨论以年收成或季节为收入周期的
以整个家庭生产为特点的江南农民的经济状况。其实边际报酬理论只能用以说明农
业生产本身，而不能用以说明商品经济化了的江南农家生活。”这当是对所谓“内
卷化”之类理论的最有力的回应。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说，不能不给我们这样的启
示：只有准确全面地把握基本史实，才能了解历史实际，只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
才能认清历史变迁的特质。仅仅抓住片面史实，或看不到其发展变化，那并非历史
真相，而由此得出的“理论”、“模式”等，自然难以成立。    该书作为阶段性
的研究成果，亦存在缺失与不足。这里冒昧指出以下两点。其一，如众所知，宋元
时代已展现出工商业发展与海外贸易繁荣等新趋势，这一时代在江南社 
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该书宋元卷的研究固然有重要成果，但
从整体来看还是薄弱的。其二，断代史研究可以说是通史性研究的基础，然经济
史、制度史研究又必须超越王朝作长时段的探索。该书的研究多未打破断代史研究
的局限，在这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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