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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地方志与江南区域史研究》

内容概要

《中日地方志与江南区域史研究》是作者王卫平研究方志学史和江南区域史的部分成果。《中日地方
志与江南区域史研究》分为“中日地方志研究”、“江南区域历史文化”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中国
方志史以及日本地方史志的发展情况，颇多拓荒之作；下编分论先秦吴国史、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开发
历程以及书院文化等问题，历时较长，涉及面广，对系统认识和加深理解江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及其原因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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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地方志与江南区域史研究》

作者简介

王卫平，江苏溧阳人。1993一1997年留学日本国立广岛大学东洋史专业，获博士（文学）学位。现为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院院长，兼任“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江南区域史、方志学。出版《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中国慈善史纲》等专著6种，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
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史学研究》（日本
）等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主要兼职有：教育部高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日本广岛史学会海外评议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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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中日地方志研究
我国古代官修志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修志派别浅议
洪亮吉的方志学思想
章学诚与方志评论
俞樾方志学思想评议
日本地方史志的源流
日本的地方史志编纂
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以《地方史研究与编集》一书为例
日本的村志编纂
近代以来日本地方史志体例的演变
日本的“地域史料保存活用连络协议会”
下编江南区域历史文化
关于太伯、仲雍南奔建国的几个问题
“勾吴”立国与吴、越民族的分合
吴国的兴盛及缘由
吴国：孕育军事家的摇篮
陆绩“廉石”考释及其现代价值
论太湖地区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
论太湖地区文化重心地位的确立
范仲淹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
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79—2009）
试论“削鼻班”事件及其有关问题
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重商思潮
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逼醮、抢醮为例
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停棺不葬为例
清代苏州书院研究
张伯行书院教育实践及其理学思想的传播——以苏州紫阳书院为中心
冯桂芬书院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改革思想
附：试论古代书院的性质
俞樾与中日文化交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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