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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力行  

男，1946年1月11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博士点负责人。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市重点学科主任。 

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国家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得奖情况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合作），获全国优秀图书（1978-1987年）二等奖，安徽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1978-1985年）一等奖。 

《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一期），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1986-1991年）二等奖。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香港中华书局修订本1995，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本1997），江苏省第五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1994）。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苏州市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1997）。 

《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论文）。 

《徽州宗族社会》（2007年），安徽省第七届优秀图书一等奖。 

《徽州文化大全》（2007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苏州与徽州》（200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一等奖。 

主要论著 
(1) 著作（单著）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香港中华书局修订本1995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本1997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新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大学历史丛书 •新编中国通史•明清》，国家教委推荐教材，2001年9月修正新版。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 著作（合著） 

《中国历代商业故事选》（收有徽商故事20则），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十大商帮》（合作），黄山书社。 

《翰墨儒商──徽州商帮》（合作），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黄山书社1999年版。 

《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07年。 

《江南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0）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⑶古籍整理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作），黄山书社1985年版。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⑷论文（单著）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 四 期） 

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 

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 

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 

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

期 

《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 

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 

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 

《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 

《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 

《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 

《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 

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 

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 

《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 

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 

《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 

《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 

《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 

《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 

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 

《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  期） 

《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 

《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 

《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2000 

《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 

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 

《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

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 

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２期。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

月刊》2004年第５期。 

《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 

《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 

《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 

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 

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

期 

《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刼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 

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 

《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 

《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 

《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5） 论文（合著） 

《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江海学刊》1983年第二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

八期转载） 

《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合作）（《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2002年，1-2期转载《徽学通讯》 

《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安徽史学》1984年第一期）； 

《徽商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三期）； 

《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一期）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1999年1月16日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基层社会控制》《上海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1.2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从变革走向成熟》2003年12月11日，《社会科学报》 

《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社会科学》2004年第１期。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第一作者）《江海学刊》2004年第３期。 

《明清以来苏州与徽州妇女的比较》，《徽学》第三卷2004年12月 

《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早期现代化的实践的当代思考》《上海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地方记忆与江南社会生活图景－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以“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社会科

学》2008年第4期 

（6）科研项目 

1、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徽商研究 

2、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大学历史丛书 •新编中国通史 

3、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江南农村宗法制度研究 

4、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1999）98BZSO12 

5、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1998）教古字(1999)013号 

6、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19世纪社会转型期江南家族结构与社会文化变迁（1997） 

7、江苏省教委项目：江南望族与社会变迁（1995） 

8、江苏省社联项目：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1998） 

9、上海教委项目《江南儒商与社会变迁》 

10、国家社科基金子项目《徽州文化研究•徽州宗族社会》99BZSO28 

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2004   04BZS018 

12、上海市教委教委重点项目《16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整合与发展》（2004） 

1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的变迁》2006年立项SJ0703 

1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2008年立项07JJD7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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