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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融合》

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
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21世纪的今
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
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
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
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吴承明教授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
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
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
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
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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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旨在研究新经济史革命发生的背景、过
程以及代表学者的代表著作，从而剖析这场革命所带来的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经
济史学史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这些变化在方法论上有哪些共同特征；如何看待这种
方法论上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简要探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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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的“新”到底与传统经济史研究有何关联？是凭空出世，还是早有源
头？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史上最具有创新面目。为了表达创新的程度，新经济史学家用了“革命
”一词 。的确，新经济史革命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93年10月为
福格尔和诺思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也指出：“为了解释经济和制度变化，他们应用经济理论和定
量方法，更新了经济史研究。” 然而，学术研究的历史是不是也存在连续性呢？换句话说，新经济史
革命虽然从方法论上看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是也植根于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呢？这
是本书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新经济史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发展过程是怎样
的？两个学派的代表学者和代表著作是什么？这些著作的内容是怎样的？结论和方法有什么新颖之处
？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学者参与其中。因为其方法新颖的缘故，福格尔
和诺思也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著作在学术界不断引起轰动。在著作中，他们展示了一种研
究经济史的新方法。有很多人热捧这种新方法，认为这个新方法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经
济史使得经济史研究变得“科学化”。科学方法对经济史研究的进步来说是必要的，也是令人兴奋的
。也有很多人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方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因为该方法隐含着某种前提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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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利用在新校区的三个周一上午把这本书读完。我又对自己的效率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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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隋先生在中国经济史论坛发了部分电子版，看后觉得受启发很多。后来又去拜访了博客。书中论
及了美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关键的学者都有详细而有新意的论述。这本书来自作者的博士
论文，可见在读博士期间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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