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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发表人：社会史研究中心 发表时间： 2008-12-15 9:40:04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号通知） 

       先生/女士： 

您好！ 

   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结束，是中国社会的集体化时

代。此间约40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

继，一路走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许是要绝后的独特时代。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这是一个难

以分割的时代，也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时代。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集体化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只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其看作一个整体的历史时代加以探讨，才能看清它的面貌与特性，进而对这样一

个时代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和解释。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之际，鉴此，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拟举办“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

会。素闻先生对此主题多有造诣，特邀您能于百忙之中拨冗与会。 

一、会议议题： 

1、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社会史视角下的集体化时代； 

3、政治运动与日常生活； 

4、中国革命的现代性； 

5、农业集体化与乡村现代化； 

6、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专题研究； 

二、会议时间：2009年8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大寨村 

四、会议规模：40人左右 

五、会议费用：与会学者往返太原的交通费用自己承担，会议期间住宿、用餐及外出考察费用均由山西

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承担，会议不收取任何费用。 

六、参会要求：请各位学者务必围绕会议主题提交论文，没有论文者，恕不接待。 

七、会议联络人：行  龙：电话：0351—7011300，13803415701， 

E-mail：xinglong@sxu.edu.cn 

                 郝  平：电话：0351—7011488，13503506989， 

                   E-mail：h68p@163.com 

八、具体联系人：如您同意与会，请填写回执单，于2009年3月31日前寄至： 

                   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119信箱，常利兵收 

                   邮编：030006  

                   E-mail:changlibing@sxu.edu.cn

联系电话：0351-7011435转801；13703513254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委会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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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拟邀请人名单）  

 

海外学者： 

1、   弗里曼（Edward Friedman） 

UW-Madison：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2、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3、   古德曼（David Goodm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4、   毕克伟（Paul Pickowicz）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t UCSD

5、   赛尔登（Mark Selde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of Binghamton

6、   陈佩华（Anita Cha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7、   安戈（Jonathan Unger）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8、   马德生（Richard Madse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9、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0、许慧文（Vivienne Shu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11、阎云祥 

UCL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12、黄宗智（Philip C.C. Huang）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3、山谷孝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 

14、内山雅生 

日本宇都宫大学国际学部 

15、弁纳才一 

日本金沢大学经济学部 

16、祁建民 

日本长崎西博尔德大学 

17、田中比吕志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 

18、黄树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谢国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1、熊景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国内学者： 

22、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23、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24、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5、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26、张乐天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7、朱佳木 

        当代中国研究所 

28、田居俭 

        当代中国研究所 

29、李  文 

        当代中国研究所 

30、张  思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31、辛  逸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32、吴  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33、张小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34、李若健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35、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6、周晓红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37、应  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 

38、张  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9、陈春声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40、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41、夏明方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42、高王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43、李金铮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44、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45、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46、行龙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47、岳谦厚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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