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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研究超越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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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徽学被称为与藏学、敦煌学并列的“三大地方显学”，这一说法却在学界引发相当大的争议，对于徽学研究者而

言，重新定位徽学研究，反思其学科边界也成为了绕不开的命题。 

  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的徽学是一门以历史学科为主、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学科，其研究对象涵括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

安画派、徽派朴学、徽州工艺和戏曲、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派建筑等，其研究

空间以历史上的徽州一府六县为基本范围，时间跨度则从宋代徽州之名的正式确立到清代末年。 

  不应称徽学为地方学 

  “有地域限制不一定就是地方学，把徽学叫做地方学，至少是不准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表示。 

  “毫无疑问，徽州的文化遗存有其地域性的限制，徽州的历史文化也富有地方特色，这些都是徽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但由于

徽州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典型意义，徽学研究又远远超出了地域性局限，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在栾成显看来，徽学的研究价值

之所以大于地方学，在于徽州文化代表了古代中国自宋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徽州地处江南，虽不在长江三角洲核心位置，宋以后

却一直属于全国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徽商天下闻名，文化昌盛，新安理学和徽派朴学都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不

少中外学者把徽州当作研究明清社会的一个切入点。 

  栾成显补充道，强调徽学高于地方学并不是为了抬高徽学。“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徽州那样遗留下如此多的研究资料。粗略估

计，仅徽州文书的数量就已近100万件，20世纪后半叶大量徽州文书的面世，堪称该世纪历史文化方面的又一大发现。” 

  不必过早厘定徽学边界 

  当徽学研究范围超越地方学，其边界问题亦随之而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表示，明清以来，徽州是高移

民输出地区，徽州人迁往全国各地务工经商，并在各处落地生根，这对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徽学

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并不囿于徽州本土的一府六县（所谓“小徽州”），而是涉及整个中国，特别是徽商活动的核心地区长江中

下游（所谓“大徽州”）。由于“大徽州”的存在，使得徽学研究不是仅仅局限于研究徽州本土的地方学，而是一个涵盖广阔地

域空间的学问。他直言，“徽学并无边界，凡是与徽商活动有关、徽州文化辐射所及的事件或史实，都属于徽学研究的范畴。当

然，徽学研究的核心还是历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研究徽学，我认为不必过早地圈定徽学的边界，否则容易束缚学者的手脚，不利于徽学的发展。”安徽师范大

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王世华明确提到。 

  为此，王振忠更倾向于称徽学为一门“学问”。他认为，当下的徽州研究正从传统历史学领域单纯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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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转变为对徽州历史文化加以综合性探讨的一门独立学问。“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史学之外，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诸多方面的研究均有待深入，唯有如此，方能全方位地支撑起一门学问的各个分支齐头并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徽学作为一

门新兴学科来建设，也有助于凝聚多学科的力量，共同推进徽州研究的发展。” 

  多方合作共建徽学未来 

  虽然徽学有着相对数量丰富的研究资料遗存，但学者们纷纷表示当前徽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资料的公开。“现在的状况是

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徽州文书，公布了3万份左右，但相对于学者估计的数量而言，还是很不够的。目前，一些人手中控制大量

资料，或秘而不宣，或待价而沽，价格被炒得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单位控制了不少资料，既秘不示人，也不整理公布，这些都严

重影响了徽学研究的进展。”王世华坦言。 

  王振忠也认为，一方面，徽州族谱、文书等散藏于各地的收藏机构，而这些资料还远未被学者悉数发掘出来；一些已经发现

的史料，尚未得到利用。另一方面，民间收藏的徽州文书也不断出现。因此，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对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

究，仍然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工作。此外，对于海外学者的优秀成果，亦应加大介绍和翻译的力度，相互借鉴，以推进徽学研究朝

向纵深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向记者表示，该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已着手开展徽

州文书的系统整理与出版，徽州文书和徽州家谱等专题数据库建设正在进行中，不久将会逐步对中外学者开放。自2000年之后，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集中推出了两种出版计划：一是徽州文书出版计划，首先对徽学研究中心收藏的1万余件徽州文书进行集

中整理出版，并拟定相关藏书单位和个人收藏徽州文书的出版计划，目前已整理出版《徽州文书》4辑40卷；二是推出了《徽学

研究资料辑刊》，即把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珍稀典籍文献予以点校整理，目前已出版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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