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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时期的礼仪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近来出版了多种这方面的论文集与专著。以往只有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注意中国的礼仪，多数是乡

村中的仪式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家开始关心历史上的“葬礼”，目前则对朝廷的礼仪展开研究，侧重于礼仪活动，涉及礼仪在政治中

的作用、礼仪与语言的关系、精英与大众对皇帝的理解等；强调官僚制度是礼仪的守护者而不是敌人，并认为礼仪之争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标

志性事件，与近代西方的法案与法律案件的作用相当。 

    西方学界以往一向将“仪式”与“宗教”、“非理性”联系在一起，认为近代西方社会已实现了政教分离，“仪式”无足轻重。中国历史

上有发达的官僚政治，也被视为是“理性”行政的代表，因而历来忽视其中“仪式”的重要性。当前的研究则揭示了仪式与官僚制度的密切关

系，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运作，也将促进对近现代西方“理性”政治中“仪式”作用与意义的考察。 

    艺术史研究相当活跃。美国很多大学设有单独的艺术史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很多，目前已逐渐从对作品本身的分类、断代与具体主

题演变的研究转到结合作品与时代进行分析，注意探讨“赞助人”对作品创作的影响、作品与观众的关系等，试图打通艺术史与社会史。 

    中国文字传统深厚，传世文献丰富，学界不太重视形象作品。但是，形象作品所含的不少信息是文字无法传达的，而历史上多数人目不识

丁，形象作品的影响力可能更强。因此，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 

    妇女史研究蓬勃开展。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学术界要求反映占历史上人口一半的女性生活与经历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女性史学家把目

光集中到文献中被忽略的妇女身上，讨论的问题从三国时代的后妃、北朝佛教中的女性供养人、宋代的妇女到近代上海的妓女、棉纺厂中的女

工，等等。在荷兰还创办了学术期刊NANNU（男女）。 

    身体史与医学史逐渐兴起。过去15年里医学的社会史研究是西方最有活力的史学领域之一，这也影响到了中国研究。有学者注意研究中国

礼仪，如磕头在清代界定人们关系中的作用；中国人对“人”的产生、构成的理解、“才子佳人”传奇所塑造的男女理想形象等。这股潮流与

福柯、埃利亚德的开创性研究的启发分不开。 

    法律史异军突起。在黄宗智的倡导下，近年来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发展很快，成果喜人。研究的重点从对律令本身的翻译、分析过渡到对

具体法律实践的考察，涉及判案的过程、诉讼中的关键人物，如“讼师”等，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也与国家、社会关系、公共领域、市民

社会等重要理论的讨论形成紧密的互动。 

    记忆的社会史研究有望成为新的热点。这一领域涉及两方面：一是史学史研究，二是一般记忆的研究。关于前者，研究的侧重点已从“史

书”是如何创作的转移到分析创作与创作对象的关系，作品的流传、阅读过程，作品对读者历史观念的塑造等问题，关心的是史学创作与社会

的关系。这类研究的前提是认为史家撰述（及其作品）不是“客观的”，而是包含了选择、解释乃至歪曲，这一过程受到社会集团的影响与制

约。后者讨论公共记忆传递的方式是什么，这些方式如何变化；记忆的作用是什么；遗忘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已有人类学家利用这一理论研究

中国问题。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方法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个案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很多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某个具体地区，而不是整个中国，涉猎的时段则跨越朝代，如韩书瑞对1400～1900年

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的研究，康豹对山西永乐宫的吕洞宾崇拜的研究等；或集中在某个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如余均芳对观音形象变化的探讨，

何伟亚对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时间的细致分析等。这种方法的出现，近与施坚雅的影响有关，远则与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启发、文化人类学方法

对历史学的渗透分不开。 

    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展。学者日益认同史学的“主观性”，强调史家应时刻反省自己研究所运用的概念与思路的界限，尤其

是现代化、理性、科学、进步、民族国家之类概念的局限性。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柯文的《历史三调》与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

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动向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由“思辨”走向“分析”的产物，学者多意识到历史研究必定假设若干前提，从而

关注史家如何认识历史客体。同时也与西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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