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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浒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于李文海教授。其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和博
士后报告，都是研究晚清义赈。即将出版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完成的，先后
用了整六年的时间。虽然冷板凳还未坐到十年，但在人们兴叹学风浮躁的当下，六年“磨一剑”，应是值得称道。  

    历史研究不像编电视剧那样任意“戏说”，而是需要建立在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晚清思想家姚莹说过，“著述之难史
为最”。他所说的“难”，包括要花功夫搜集大量的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解读、考证等。朱浒很重视史料的搜集、积累。他在通过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后，也曾想尽快成书出版。但在有机会看到一大批从未公开过的珍贵史料后，毅然放弃原来的计划，在新获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晚清义
赈。这使该书的立论具有更扎实的史料基础。 

    从灾荒史的角度来说，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
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该书并未囿于研究对象本身，就义赈
谈义赈，而是把这一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
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 该书对晚清义赈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
说，只是作者对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的一个经验研究的案例。针对以往学界在义赈性质和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看起
来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
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灾赈是属
于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多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颇多。对于历史研究，社会固然重要，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也不能忽
视，不宜将研究某一领域的重要性强调到不恰当的地位，或者以此贬彼，互相排斥。就平列而言，它们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影响，是互补的关
系。 国外汉学家出版了一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著作，从中可以得到借鉴，吸收有益的东西。但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比应满足于与其
接上轨，照着别人的模式、概念去阐释，说别人说的话，而应当有自己的独立创见，有自己的话语。 人无完人，书也很难有完书。书中难免存
在着缺失或差错，读者自会鉴别，予以指正，这当是作者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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