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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与历史研 究 
— — 以中Igi史研究为中心 

森正夫 

(爱知县立大学，日本爱知县 ，480—1198) 

摘 要： 文章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分析了当前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前沿与方法，探 

讨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强调历史研 究要加强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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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着重从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角度，分 

四点探讨“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这一问题。文 

章后面的参考文献目录是按照引用顺序排列。 

一

、现代 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和上世纪 80年代以前不同，当今 日本的中国 

史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者们更加积极、广泛地 

运用 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 

2001年 3月，滨 岛 敦 俊 出版 了 《总 管 信 

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该 

书是讨论“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问题时特别值 

得关注的研究。 

1960—80年代 ，滨岛从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 

地区的水利和徭役问题人手研究农村社会结构 ， 

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滨岛在 《总管信仰》一书 

中提出：无法确认中国的明清时期存在农 民之间 

自然形成的村落共同体。特别是在中国找不到像 

同时代 的日本那样的以水利为中心的固定的共同 

体式的关系或组织。然而，居住在农村的人们如 

果不结成某种共 同性 的组织、进行共同性的活动 

的话 ，就无法维持再生产。为此 ，滨岛从各种角度 

研究农村社会，逐渐认识到在民间信仰和祭祀中， 

确实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的活动领域。80 

年代以来，滨岛为验证这一观点，在长江三角洲的 

32个市、县、镇、村进行 了多次访谈调查 ，并把访 

谈调查和对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相结合，揭示出 

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 

的组织和共同性的活动领域。 

《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 34卷，是以滨岛 

为首的大阪大学共 同研究小组至 1994年为止所 

进行的田野调查的成果。1994年 以来滨 岛仍继 

续进行田野调查 ，前面提到的《总管信仰》一书便 

是其研究的结晶。在这部著作里 ，滨岛敦俊把有 

关长江三角洲农村的文献研究和作者本人在 日本 

农村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提出研究假设 ，分析以田 

野调查为基础 的访谈资料和新发掘的资料、文献 ， 

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这本著作运用独到的研究 

方法 ，提出了关于明清时期 中国民间信仰 的形成 

收稿 日期 ：2002-08-18 

作者简介：森正夫(1935-)，男 ，日本国人，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校长。 

8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森正夫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和发展的学术见解，因而在学术界受到了高度评 

价。 

在此书出版之前，自20世纪 80年代末期到 

90年代初期，佐夕木卫等5名研究者在路遥等中 

国研究者的协助下 ，对义 和团的故 乡山东、河北 、 

北京、天津农村的民间信仰与结社、集团进行了访 

谈调查。其成果收入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 

文化—— 日中共同研究 ·华北农村社会调查资料 

集》等著作。 

此外，最近三谷孝等利用 20世纪 40年代华 

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 、并对其后 50年间农 民生活 

的历史和华北农 村社会变革过程进行了访谈调 

查 ，其研究成果正在陆续 出版。已出版《中国农 

村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 

录》第 l卷、第2卷，作者们对详细的访谈资料进 

行了认真的整理。可以预想 ，今后在这些资料的 

基础上，将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从村庄阅读 

中国》一书便是其中之一。 

菊池秀明对广西移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实地 

调查，收集了大量族谱、碑文等资料。菊池根据这 

些资料，研究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前史的明清时期 

广西移民社会 ，于 1998年出版 了两卷本著作 ，其 

中一卷是正编，一卷是资料编 ，后者正是作者进行 

实地调查的产物。在进行实地调查时 ，菊池有意 

识地不以访谈调查为重点 ，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收集边疆贫穷地区农家珍藏的，因而在以 

往的历史研究中从未被利用过的资料上。两卷本 

著作中的正编就是利用大量此类资料而取得的研 

究成果。 

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的石拱桥景观 

进行了全面调查，并结合乡镇志的记载，揭示了石 

拱桥建设的过程。上田信关于宁波郊外农村宗族 

的研究 ，聂莉莉关于 中国东北地区宗族 的研究都 

运用了访谈调查的方法。山田贤探讨了清代四川 

移民的宗族组织和同乡组织的性质 ，以及宗族组 

织和同乡组织在该地区社会中的作用，在研究过 

程中，山田也考察了四川省云阳县 的山寨、宗祠 、 

同乡会馆的楼寨以及县城郊外镇子的景观并将其 

用于分析。 

其后，上田信调查了华北、华南的森林植被破 

坏、沙漠化以及绿化的现状，揭示了目前森林的生 

态、环境状况 ，还追溯了以往的历史变迁 。涩谷裕 

子在以清代中期徽州府休宁县从事商品作物栽培 

的棚民为对象的研究 中，也注意到该地区森林 的 

状况，并对清代的碑文进行了实地考察。另一方 

面，唐代史专家妹尾达彦与中国研究者一起，在黄 

土高原进行了田野调查 ，并 以位于考察地区南端 

的汉、唐两朝的长安城遗址为对象，研究城市与灌 

溉的关系。妹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了沙漠化产生 

的原因。上 田和妹尾的研究将实地调查与历史研 

究相结合，有助于探讨现代中国的绿化和环境保 

护问题。 

如上所述 ，在当今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研究 

者们在中国研究者和有关方面的理解和协助下 ， 

广泛、积极地进行 田野调查 ，因而不断有卓越的研 

究成果问世。 

二、1945年以前 日本、中国以及 1945年至 

80年代美国、中国的法社会学、社会人类学、 

社会学等领域中的田野调查及其影响 

回顾历史 ，实际上在二战时和二战后 ，日本以 

及其他国家的法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等领 

域的研究者们 已经在 田野调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对现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本部分就这一问题作一回顾。 

从 1940年到 1942年 ，满铁调查班在社会法 

学者末广严太郎博士的指导下 ，在河北省 的 4个 

村落及山东省的 2个村落进行 了大规模的调查， 

其 目的是要揭示“中国社会中法律 习俗、亦即现 

实地制约着中国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得以成立的法 

律规范”，以及有关道德 、礼仪、宗教等的各种规 

范。这一调查也称为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调查的 

结果即6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由岩波书店 

于 1950年和 1980年两次出版。战后，日本的中 

国史研究者们通过对这一调查的内容进行分析和 

研究，提出了诸如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 

在中国是否存在村与村的界线 ，中国的共同体与 

日本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等等重要问题。尤其是 

曾经直接从事惯行调查的旗 田巍的研究 ，在衔接 

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和战后史学中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资料为基础 ，产生了许 

多研究成果 ，如古岛敏雄、幼方直吉、野间清等的 

评论 、村松佑次的《中国经济的社会体制》、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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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陛的《中国法制史》等等。尤其是村松佑次的 

著作尖锐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华北农 

村惯行调查不仅对 60年代前半期 以前的著作 ，对 

此后直到 90年代 日本的中国明清史、近代史研究 

也产生着持续 的影响。众所周知，美 国的黄宗智 

用这一调查资料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同时，还利 

用满铁上海事务所在华 中农村调查所得的资料分 

析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 

此外，中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 

孝通博士的研究成果 ，自 1945年以前以至今 日， 

也不断影响着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中国的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这 

本广为人知的著作 ，是费孝通在英 国社会人类学 

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 ，出版于 

1939年 ，正是他在整理、分析访谈调查基础上取 

得的成果。费孝通的这部著作对战后 日本的明清 

史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其中很多章节经常被人们引用。 

后来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80年代初 ，费孝通 

回到以前曾进行过调查的吴江县，与许多专家一 

起在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费孝通特别注意到农 

村市镇在生产 、流通中发挥的作用，于 1984年发 

表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论文。费孝通早 在 

半世纪前的《中国的农民生活》一书里就已注意 

到了市镇的作用。这篇论文以及费孝通在此后发 

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各种形式介绍到了 日本 ，由大 

里浩秋和并木赖寿以《江南农村的工业化 <小城 

镇 >建设 的记录 1983—84》为题译成 日文 ，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 

战争时期，社会学家福武直在华中进行调查， 

并在此基础上于 1946年完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 

构造》一书。该书运用调查资料揭示了市镇、农 

村的实际状况，并提出包括市镇、农村在 内的地域 

社会的理论框架 ，它对战后 日本的中国明清时期 

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有着启发意义。 

此后 ，60年代介绍到 日本的美 国社会人类学 

家施坚雅 的论文(中国农村社会 的市场、社会结 

构)，也对 日本有关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 

以及地理学中的市场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 

篇论文指出 ，在 中国社会 ，居住在农村交易中心 

“集镇”周围村落里的农民，在经济上、社会上、心 

理上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拥有这种统一体的地区 

84 

便是一个 “标 准市 场”，“标准市场 ”与“中间市 

场”、“中心市场”一起构成重叠 的农村市场。施 

坚雅的上述理论体系，是以他 1949、1950年在 四 

川省华阳、金堂两县进行的社会调查为依据 的。 

斯波义信在 1966年发表的书评中，最早系统地介 

绍了施坚雅的这篇论文，古岛和雄 1972年的论文 

第一次运用施坚雅的理论分析 中国社会 的结构 ， 

中村哲夫 1984年的论文也运用施坚雅的理论分 

析了华北农村市场。1979年 ，今井 清一、中村哲 

夫、原 田良雄将施坚雅的论文全文翻译成 日文 ，这 

些都扩大了施坚雅的影响。 

如上所述 ，自 1945年直至今 日，日本的中国 

明清史、近代史研究是在许多 田野调查 的影响下 

发展起来的，其中有 1936年费孝通在长江三角洲 

农村进行的调查 、1940—1942年的华北农村惯行 

调查、同一时期福武直在华 中农村进行的调查 、 

1949年前后施坚雅在四川农村进行的调查 、以及 

1980年代前期费孝通的市镇(小城镇)调查等。 

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从事田野调查 

— — 挫折与发现 

进入 80年代后 ，随着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 

的推行 ，越来越多的 日本研究者频繁地访问中国。 

笔者 自己也与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 、地理学的研 

究者合作，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镇进行了田野 

调查。田野研究的课题是“关 于长江三角洲 中小 

城市——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学、地 

理学研究”。 

出于以下几个契机 ，课题小组选择了长江三 

角洲的市镇为研究对象。 

第一 ，出生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日本的中 

国研究者 ，受 日中战争导致的两 国断交等历史因 

素的制约，40岁之前一直是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 

离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因此 ，研究者对中国怀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们这一代人 的内心，有 

着一种强烈的愿望 ，那就是访问中国、接触中国的 

风土人情、在 中国生活、与中国人对话。这种发 自 

内心深处的愿望 ，成为我们从事 田野研究的第一 

个契机。 

第二个 契 机是 在 改革 开放 初期 的 1983— 

1984年 ，笔者有机会接触到长江三角洲当时唯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森正夫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对外开放的上海平原的自然景观，并在复旦大学 

樊树志的指点下，访问了这个平原上有着悠久历 

史的市镇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战 

后 日本 中国明清史研究 的中心课题 ，有必要调查 

和探讨这一地区发达 的市镇以及市镇间的网络 ， 

从而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阐明。我们对于长江三 

角洲只限于文献上的抽象理解，而没有具体的感 

受。体现长江三角洲特征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渠 

道，对我们来说也只有来 自书本 的印象。 

第四，在80年代后期的名古屋大学，历史学、 

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三个相邻学科的研究者 

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协作、开拓学术新领域 的氛 

围。名古屋大学和南京大学 的中国史学者、地理 

学者们之间也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然而，由名古屋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中国史学 

者、地理学者共同策划的两校间的国际合作研究， 

最终并未能顺利进行下去。其结果 ，中国史和地 

理学 的研究者们仅仅 以一个或极少数市镇 为对 

象 ，就各 自的课题集中进行了调查。基于这样 的 

调查情况 ，研究者们只能个别地交流研究成果 ，尚 

未弄清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形成过程 以及市镇网络 

所具有的意义 ，研究便草草结束 了。 

不过，虽然原先的计划未能实现，我们却尝到 

了从单纯的文献分析中体会不到的田野调查的乐 

趣。按照原先 的计划，笔者要研究 的是计划调查 

的两个市镇之一的上海市朱家角镇 的行政机能 、 

以及它对周边农村的行政统辖机能，关于这些课 

题的调查未能充分进行。相反 ，通过对多年从事 

商业工作的有关人员的几次采访，笔者了解到在 

解放前后有关 “米行”的非常有趣 的事实。以这 

些事实为中心，参照 1990年出版的《青浦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市镇 的流通机能为主线 ， 

研究并撰写了自明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 

四百多年间江南市镇的通史。 

虽然我们没能按计划对长江三角洲市镇进行 

调查研究 ，但是从失败中发现，伴随田野调查而得 

到的各种新发现、新经验，以及与地理学等相邻学 

科的协作研究 ，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广泛的前景。 

由中国史学者津 田芳郎、稻田清一和森正夫 ，自然 

地理学者海津正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者石原 

润、林上六人合著 的《长江三角洲市镇研究—— 

从历史学和地理学 的角度》一书 ，就是在这样 的 

过程中诞生的。 

四、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所孕育出的课题 

最后 ，笔者想就历史研究与 田野调查 的关 系 

作一个总结，其 中也将涉及到一些上文没有提到 

的问题。 

笔者关心的问题是“田野调查如何对历史研 

究产生功效”，或者说“田野调查作为历史研究的 

方法具有的功效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的 

意图是通过探讨这些问题来开拓东方学研究的新 

方向。不过 ，笔者想从历史研究 与田野调查 的关 

系这一角度出发，提几点看法。 

第一 ，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 ，而 

田野调查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因此， 

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共通性 。 

历史研究 的出发点就是通过检证 以往 的历 

史 ，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 ，并且以过去为参照， 

摸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 

说 田野调查也是与此相一致的。以田野调查方法 

的开创者而著称 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 

在为他的弟子费孝通 的《中国的农民生活》一书 

所写的序文里，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对当时中国农 

村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并著成专 

著。马林诺夫斯基指 出，社会人类学和作为其研 

究方法的田野调查 ，本身应该 以解决现实问题为 

目的。在探讨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二者关系的时 

候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二者都与现实、实践有着密 

切的关联。无论是从事历史学研究还是从事 田野 

调查 ，研究者都不应该脱离 自身生活着 的现代社 

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确 ，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 

问题相结合并非易事，但是学者们必须经常保持 

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 

第二 ，日本人研究作为外国史的中国历史 ，以 

及作为外国人的 日本研究者在中国进行 田野调查 

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换言之，也就是 日本的中国 

史研究以及以中国为对象的 田野调查 ，到底面临 

什么样的现实课题。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或 

者研究 中国的环境 、生态史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 

说 ，其研究对象属于现代 ，而且研究对象与 日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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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明确的关联 ，因此现实的课题就显得十分清晰。 

例如，近现代 日中关系中所包含的政治问题便是 
一 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 

在研究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特别是 

对我们外国人来说 ，考虑什么是现实的课题决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比如 日本文化和 日本社 

会在东亚世界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El本文化和日 

本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实际上不正是我们 日本 

人所面临的课题 吗?对研究 明清时期或宋元时 

期、甚至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来 

说 ，这些课题恰恰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 

第三，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所具有 

的卓越的中国特质的问题。中国以其丰富的文献 

收藏量而素有文献之国之称，然而，其实有不少问 

题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就无法弄清楚。在第一部 

分里介绍的滨岛敦俊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文 

献里几乎没有记载 。 

第四，历史学有必要全面摄取在与之相邻的 

地理学 、民俗学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中业已 

确立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摄取 田野调查的方法及 

其成果 ，有助于给历史学开辟新的未来。然而，摄 

取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最近 ，长期与滨岛从事 

共同调查 的片山刚，在须藤健一主编的《走 田野 

调查之路一 人文学科研究者的知识与经验》一 

书中，阐述了有关 田野调查与历史学之关系、以及 

如何运用作为历史学相邻学科的田野调查的方 

法。 

第五，必须指出，在发掘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 

文献资料时 ，田野调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 

的研究者、学术界十分积极地从事着地方资料的 

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这些虽然没有被称为 田 

野调查 ，但无疑它们确实是 田野调查。在这个意 

义上，近几年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成果——徽州 

文书、巴县档案 、以及福建宗教碑文的收集 、整理、 

研究和出版也可以说是 田野调查 。在 日本 ，黑 田 

明伸最早利用了《退想斋 日记》。这部 日记由山 

西大学的研究者乔志强发掘，是 l9世纪下半叶到 

2O世纪中叶出 自山西省赤桥村读书人刘大鹏之 

手的珍贵记录。这正是田野调查的产物。 

第六，必须指出，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就 

带有田野调查的性质。这一工作本身并不是实地 

社会调查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然而，比如在进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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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性的调查活动时，从大的角度研究某一文献资 

料的内容和性格 ，也可以称之为 田野调查。夫马 

进等有关《使琉球录》的共同研究，就具有这样的 

性质。 

第七，文献资料的使用方法本身就具有田野 

调查的性质。岩井茂树广泛涉猎现代中国的报 

纸、杂志、广告、行政、财政资料 ，使用“原额主义” 

(维持初定税额的财政制度)这一概念 ，揭示了 自 

明清以来跨越各个时期的中国财政体系的结构特 

征。这种灵活运用现代文献资料的方法，也是值 

得注目的田野调查方法。 

结 语 

除了本文提到的问题之外 ，还有诸如田野调 

查在地域史叙述 中的作用等 问题 ，对此难以全面 

讨论。作为本文的结语 ，笔者想重申一点，那就是 

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二者在学术或方法上具有相 

近的特性。 

日本优秀的中国思想史学家、已故的岛田虔 

次先生在 日中邦交 尚未建立 ，因而 日本人无法前 

往中国进行 田野调查的 1962年就 曾经说过 ：“中 

国研究如果不接触活生生的中国的话，它便无以 

成立。”从根本上说，“接触活生生的中国”，就是 

作为外国人的El本人踏上中国的大地、接触中国 

社会 、接触中国人。从广义上说 ，“接触活生生的 

中国”，也就意味着 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 。 

本来，中国史研究是 中国研究的一部分，也是 

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从研究本国史的角度 

研究中国史和外国人研究中国史，两者的出发点 

自然不同。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关系并不是简 

单能理清的问题 。然而，就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 

而言 ，岛田的发言提示了中国史研究与 田野调查 

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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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y Research：Focused on China History Research 

Mori Masao 

(Aichi Prefectural UIliversity，Aichi，480—1 198，Japan)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rontier of China Ming and Qing Dynasty reseal'ch and the methods involved in contemporary 

Japan from the ansle of such research conducted by Japanese scholars．It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y research．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making use of the method of field investigation in hist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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