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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区域社会史

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学召开。包括中国、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30余名学

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27篇，参会学者学术背景涉及历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民俗

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与会期间学者们  

  进行了广泛的学科对话，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是一次务实精干、收获甚丰的学术

会议。此前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学校及科研机构于8月5日到15

日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有多名学者在参加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后又

参加了“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学术活动可以说是前后关联，相

互促进。  

  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开始注意历史研究“空间”转换问题，选择新的空间研究单位，社会

史实现了“区域转向”，区域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在社会史研究中一枝独

秀，出现了“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区域社会史研究可

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回顾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趋向：一个趋向是在

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力图勾画区域社会的整体状貌，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化转变，即全局的、系

统的整体区域社会史；另一个趋向是运用“宗族”、“神庙系统”、“市场体系”、“水利系

统”等分析工具，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不同视角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通过“小地方”的研究深化对“大历史”的认识。在具体研究中，注重多学科交叉渗透、较为普

遍地开展田野工作、注意区域社会比较等已成共识。  

  从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区域研究”与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历

史人类学与宗族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史、经济史研究。就提交论文总体而言，虽然纯理论文

章不多，但较多学者结合具体研究个案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显示了强烈

的理论关怀与学术追求。杨念群在反思检讨区域社会史研究时，尖锐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

成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虽说“宗族”

这一“戏眼”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有其局限性，但有关“宗族”研究或以之作为分析工具的论文

仍占较大比重，常建华、刘志伟、陈支平等的宗族研究可谓精雕细琢。这说明“宗族”研究还保

持相当的学术惯性，体现了它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同样较多论文对“庙

宇”这一核心词依然偏爱有加。面对批评，王铭铭、科大卫等人类学者不仅问道：研究文字相对

缺乏的乡村历史，如果不“进村找庙”，没有这些分析工具，乡村社会研究如何成为可能。这是

学者的对话，也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开展的对话，使得历史人类学已经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取向，虽然

对于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本位还是人类学本位，是一种交叉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法，表述方式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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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争论，但历史学、人类学的对话及其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无疑在较多论文中已进入操作层

面，化为自觉的学术追求。陈春声、王铭铭、郑振满、刘志伟、赵世瑜、程美宝、蔡志祥等的文

章可以说正是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与交流中书写的，稍加细读其他论文归入历史人类学也未

尝不可，正如鲁西奇所言“我们的脑子已被历史人类学洗过了”。顺着学术发展的一般逻辑，我

们是否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历史人类学将是一个新的富有活力的发展方向。历史学与人类学都在

相互借助，历史学是讲变迁的，而非变迁的东西就为变迁性的东西所掩埋，传统的东西在历史学

中没有地位，历史学似乎不应该“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应该“停车坐爱枫林晚”，用人类学的

眼光看一看美丽的风景。人类学过于强调传统本身的合理性，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文字和历史的

国家，对传统的理解只有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才能深切。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似乎产生了

“相看两不厌”的灵感与默契，这灵感与默契就是历史人类学。  

  行龙提倡从社会史角度，加强人口、资源与环境史的研究，成崇德、行龙、赵世瑜、钱杭、

邓小南、张俊峰皆着力此点。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研究此次会议中成为亮

点，加上常建华的宗族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在会议中有相当比重，与“第二届历史人类学

高级研修班”的田野工作在山西展开相联系，与“告别华南”相联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山

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将成为热点。  

  【《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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