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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与传统：20世纪上半叶的华南农村社会史 

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 
 

  黄志繁 
 

（南昌大学  历史系;江西  南昌  330027） 
 
 

    华南的农村社会史研究，如果从20世纪上半叶陈翰笙、林耀华、傅衣凌等先生
的经典研究算起，至今也有七十多年了。经过半个多世纪海内外学者的努力，华南
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是目前中国区域农村社会史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之
一。本文尝试着把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历程放在学术发展的脉络下进行简要回顾。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的学识及资料的不足，本文对前辈时贤成果的理解恐有谬
误，对许多学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定有遗漏，万望方家批评指正。[1] 
 

一、            经典与传统：20世纪上半叶的华南农村社会史 
 

较早对华南农村进行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
家。他们当时虽然关注的是华南农村的现实问题，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了
解新中国成立前华南农村社会的经典，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
究，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 

著名的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是较早进行华南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1933年，
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调
查结束后，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1934
年由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1936年，陈翰笙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的地主和农
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一书在纽约出版。[2] 陈翰笙是比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十分重
视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地调查与研究，形成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
“中国农村研究学派”。 

葛学溥是最早研究华南农村的人类学者（Daniel Harrision Kulp，又译为库
珀），19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学生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写成了《华南的农村生
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
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3]林耀华先生是研究华南宗族问题影响较
大的另一位学者，[4]他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汉族家族的第
一部人类学专著，他的小说体裁的人类学作品《金翼》影响深远。葛学溥和林耀华
的著述成了很长时期内海内外学者了解中国宗族问题的基础读物之一，功能分析方
法也成为宗族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 

综述二十世纪初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应该溯及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
等人倡导的民俗研究及其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积极作用。1927年，顾颉刚任中山大
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何思敬、钟敬文、容肇祖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
《民俗》周刊，开展学术活动。1928年傅斯年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

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三十到四十年代，华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达到了一
个新局面。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岭南大学的陈序经的积极推动下，广东的学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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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华南农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广东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逐渐形成规模。 
历史学界较早涉及华南农村史的当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

些学者。但比较系统的研究还应该从傅衣凌先生算起。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
会学，并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关注
基层社会。他早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的著作，[5]在这些著作中，傅
衣凌先生对福建和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强调应该从社会经
济的层面分析佃农经济与抗租斗争。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不很重视的族谱、碑
刻、契约文书等地方史料，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
问题进行论述，考察所谓的“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风格
和旨趣。 
    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虽然历史学在其中不为主
流，但无论是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民俗研究，还是后来杨成志、陈序经等人的民
族社会历史调查，都体现着历史学与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
合的特点。这一事实，使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多学科研
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一直有个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传统，
对于后来历史学者的学术风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1] 就笔者掌握的情况看来，研究华南农村社会史成果最为集中的是广东和福建两省，因此，本文主要综述广东
和福建两省的研究，且由于对境外资料掌握的困难，本综述将以大陆学者的研究为主，兼及港台及海外学者；本

文综述的研究一般只到2000年为止，但亦兼及2000年以后作品。特此说明。 
[2] （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n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中译本《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

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 该书为英文。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4]林耀华先生研究华南宗族的作品主要有：《金翼》，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

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5]此一阶段傅衣凌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年出版）、《明末清初

闽赣毗邻地区的社区经济与佃农风潮》（《社会科学（福建）》第3卷，第3-4期，1947年12月出版）等等，傅衣

凌并编有《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汇编》（出版地点不详，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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