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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阳召开

学者展望社会文化史研究前景

记者 郝日虹

2013-08-29 10:15: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8日总第494期 

   

（原题：深化基础理论 突出本土特色） 

  【核心提示】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生活质量等社会文化问题，可以直接服务于当今及未来的社会发展和建设，由此史学的应

用性功能也可以得到更多体现。随着该领域研究成果、研究价值和研究功效等的不断呈现，以生活质量为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史将

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亮点。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已经历了20余年发展。8月24—26日，在湖北襄阳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就如何寻找学科定

位、学界有哪些新的学术增长点等社会文化史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湖北大学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协办。 

基础理论研究仍存分岐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兴起了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和现实性研究，形成一股史学新思潮。”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

化史研究所所长郭莹表示，“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在社会文化史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至今仍存在重要分岐，厘清这些问

题，对于推动我国社会文化史学科进一步发展不无裨益。” 

  “与西方社会文化史被视作‘社会史反叛形象’不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及文化史之间具有天然的递进关系，是对

二者的深化和丰富。就社会文化史而言，其‘自下而上’看社会、注重整体性与微观研究、倡导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方法有机结

合等创新性学术理念和开放性学术视野，使得史学研究不但具有了更广泛的史料来源，而且拓宽了解读材料的思路，在史学研究

范式整体性转变过程中将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化。”郭莹这样告诉记者。 

  对于学科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表示，社会文化史不必执着于学科名目之有无，应注重其学科视

角和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张俊峰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提出，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

范式，具有启发性。从现阶段发展看，社会文化史依然是社会史机体上的一个延伸，二者需要构建一种良性互动，发挥出学科的

优势和特长。 

对引进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表示，西方新社会史、大文化史等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文

化史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但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学术话语，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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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李长莉提出，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理论过程中，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她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根据我国社会文化状况

生成的“地方”理论。而针对研究西方社会形成的理论方法，移入我国后会有一定的“水土不服”。因此，需要对引进理论进行

“本土化”。 

  “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社会风俗和民间文化为研究对象，从一事一物的发展和事物各层面的互动中，进行深度的阐释和

思考。这样的研究思路，可以展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本土特色。我国丰富且深厚的历史资源，可以提出不同于西方文化

的、属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理论。”刘志琴说。 

  刘志琴认为，诸如“礼俗”观、“道器”观等形成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概念，应成为本土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概念。从礼俗互动

中，认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是学者们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生活质量研究将成为新亮点 

  与会者展望了我国社会文化史的新研究路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通过阐释研究生活质量的理论意义、学术意

义和现实意义，探讨了研究生活质量对于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价值所在。他表示，研究生活质量是当今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阈。因为探索生活质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概念或界定，对于了解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

生活质量理解和判断的合理性、差异性与谬误性，以及提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生活质量等社会文化问题，可以直接服务于当今及未来的社会发展和建设，由此史学的应用性功能也可

以得到更多体现。随着该领域研究成果、研究价值和研究功效等的不断呈现，以生活质量为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史将成为一个新的

学术亮点。”梁景和说。 

  李长莉在展望学科发展时认为，一些与现实关联度较高的历史论题，可能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史的热门论题。如

“社会治理”作为“个人—社会—国家”理论所指向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今天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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