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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會史論》

内容概要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
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
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
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
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
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
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
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
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
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
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
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
部經典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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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炳棣，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於天津，2012年卒於美國加州爾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34年入清華
大學，1943年獲清華庚款公費留美，師從英史巨擘John Brebner研修近代英國農業經濟史，1952年以〈
英國的土地與國家(1873-1910)：土地改革運動與土地政策研究〉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65年
芝加哥大學聘為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1975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首位亞
裔會長。
何炳棣治中國史，善用交叉學科知識與理論詮釋關鍵史料。早年選擇經濟運作、社會結構，晚年鑽研
思想源頭，皆為直指歷史上影響時代脈動的核心問題。其名著《東方的搖籃》以充實的古代文獻聯繫
考古資料及古動植學知識，論證中國古代文明源於本土，打破西方學者的世界文明皆源自西亞的一源
說，連一源說的代言人威廉·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亦為之折服。何炳棣之《明清社會史
論》則運用社會分層化和社會流動理論，解釋明清科舉制度與中國社會身份意識的緊密聯繫，並將中
國史從局限於區域研究的「漢學」，推到世界史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的西方學界主流殿堂，深受到西
方學界肯定。
譯者簡介
徐泓，1943年12月25日生於福建省建陽縣，獲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國家文學博士。現
任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及暨南國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藝術史研
究所創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設學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及系主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教學研究的領域，主要是明清
史、中國社會經濟史，已發表明清鹽政與鹽業、明代社會風氣、明代婚姻與家庭、明初國內大移民、
明代城市及明清史學相關學術論著八十餘種、學術評論三十餘篇及歷史普及讀物三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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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高品质的译著。何先生在中文版前言里批评某大陆学者的书评批评的太漂亮了。
2、学习社会史绕不过去的皇皇巨著。
3、译文流畅，译注丰富
4、到底是名著，在大风之日读毕
5、算是读过了？第六章及第七章及附录网上没有，
6、这本书让我对士人阶层对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态度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比如我认为，他们会在小说
写作和评论时，不自觉地带入对于社会地位变动的焦虑。（一个疑问：为什么要这样翻译书名？）
7、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
8、美中不足的还是只关注了科举的情况吧
9、何炳棣精研英国史之后才有的中国史研究眼光。
10、利用社會學、統計定量的辦法研究史學很好，但是難以理解為甚麼錯誤那麼多
11、“明清社会特别之处，在于除了这五个半世纪时期的最后六十年之外，官僚制度与国家权力具有
压倒性力量，一直是管控社会流动的主要管道。”何大师虽然并不怎么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但是史
料和数据分析的功夫真的足可洗脑，让人掩卷只有深深跪服。#但我还是觉得名字应该叫明清科举与
社会阶层流动#
12、网上下的电子版，只有前五章，徐泓译的，发在东吴学报上，译得好。单第六章大陆80年代有学
者译了。期待中华书局的早日出版！著作讨论的话题有趣，受益匪浅。
13、今天仍然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典范，比今天动不动就一堆回归模型的“量化”科举史研究
有趣多了。因为自己写论文，把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个别部分过了一遍，顺便抽样核对
了下何书中的表格，方知此书用力之精深。
14、终于出版了啊
15、好厚重 期待译者的讲座
16、一章三章。吴晗和费孝通、费正清外的新鲜阅读体验⋯⋯
17、經典之作
18、既然有了电子版，那就敬谢不敏了
19、不知道为什么不取一个更准确的和内容范围相当的书名？讨论时间跨度很长，这样纵向的统计分
析，固然看起来科学性强大，但是总觉得少了什么。
20、史学与社会学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典范之作。
21、只读了两章
22、作者與譯者都是史學巨擘, 份量自不在話下, 本書最大成就在於作者能” 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
科學的成果, 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  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
試同年齒錄等鮮為人知的科舉史料的學者. 作者利用這些史料, 量化統計, 分析向上與向下社會流動, 樣
本數進士達一萬四五千人, 舉人貢生達兩萬多人,
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同時譯者功力深厚, 譯注與按語也數十萬言, 相當於
另一部書, 殊為不易

23、终于出中译本了，大陆啥时候会引进呢
24、特定出身的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特定出身的进士占进士总数的比例，这两个指标到底用哪一个
衡量社会流动水平？从采用的统计方法来看，何先生选择的是后一个指标。可是，对于影响社会流动
因素的分析又经常像是在针对前一个指标作出的，包括后面分析不同区域的社会流动性也存在这个问
题。
25、看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何炳棣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中国研究者，他的研究真正影响了从五十年代以来
的所有学者，那么多人愿意为了他而去维护汉化论，从这一点来说，他比汉化论要重要的多。
26、感觉这样的定量研究是为了研究的定量，不是为了定量的研究
27、精彩，太精彩！可以和张仲礼比对阅读。数据处理保守稳重，史料解释有因有果，翻译质量甚佳
，译者补充校对修正处也大有益处。可以知往鉴今，联想我朝的社会流动如何如何。主要结论：明初
的社会流动性应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清代平民通过科举获得上升的概率下降，造成了普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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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挫折感，间接地导致了十九世纪后社会的不稳定。明清后由于人口增加和技术、制度等的停滞，长
远地看，社会整体处于向下流动的态势中（与《明初以降》接上了）。（就是略讨厌台版书这种圆圆
的、太过饱满的字体，还有“管道”之类的语言风格，看着最易跑神。）
28、将区域与社会流动速率的关系的那一章，现在可以用gis来重新制作或者思考。
29、联经真的是。。。何先生在世时终究没能看到此书出版。唉。
30、雖然很多概念早已明瞭，但看到何先生的論證方式還是令人激賞。附錄的二十七條案例包羅萬象
，使得這本書在嚴密的科學論證下卻不失人文學的感觸。
31、科举功名与财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两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横向移动：世袭的身份户籍制度较为宽
松并且无法长期贯彻。寒素之士劳心劳力并进：耕读、工读、儒商。向上流动：明清平民社会流动成
功的几率持续下跌，引起平民的普遍挫折感。向下流动：影响高地位家族长期向下流动的4变数1常数
。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与特征：科举与社会流动（制度化的、非制度化的）；社会流动的地域性差异
。PS：看了何先生的定量分析，觉得那些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简直浪费生命。
32、关于横纵阶层流动分析的很清晰，样本数据也很生动。以社会学为工具，历史学为核心，审视自
宋之后明清的阶层社会关系转换与变迁的根源，考据细致，震聋发聩。
33、P25这一条社会流动的途径，却因为乾隆皇帝怕宗室子弟被官宦生涯所吸引，导致丧失尚武传统而
关闭，于是乾隆十七年令宗室子弟不必借科举入仕。
34、对于专业同学我强力推荐。这本书与“the studies of China's population"一样，是历史研究的典范之
作。何炳棣先生善于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取西方史学的长处。从这部书中可以看
出明显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从概念辨析、制度史回顾到大量数据的统计、量化与非量化的分析、影
响因素的深入探究，最后再到全书的结论，处处都透露着西方计量史学的痕迹，可以说专业化程度很
高。然而何炳棣先生亦有自己的独创性，能在量化与非量化之中找到平衡，并能较合理的分析明清时
代的社会流动，不愧为大师。
35、中译本总算刊行了，距英文本第一版行印已经过去51年了。徐泓教授《译者序》注46标明，译注
稿2011年就完成了，联经拖了两年才印，不晓得是为什么。大学时候看过英文本，后来也在《东吴历
史学报》上面读过中译稿，不过好像最后的那27个小故事，之前没有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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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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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明清社會史論》的笔记-第189页

        第五节 财富的减少——有闲阶级的生活模式

事实上，精英分子身份的共同特征就是闲暇生活模式与追求高贵的嗜好。

其实嗜好是有益的，它既是个人快乐的源泉，也是具有社会身份地位重要性的表征⋯⋯

有闲阶级之中许多人一辈子都在建立他们的收藏。这样的嗜好多半还传之子孙，由他们承袭下去。甚
至那些对文学艺术研究没有真正兴趣的人，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的威望，也追求这些嗜好。十六世纪初
以来，精英分子嗜好的范围更加扩大，所以当时的刻书业与精美的文具、瓷器、铜器、青铜器、漆器
、象牙与玉雕的生产大步向前发展，以应精英分子不断增长的需求。

对个人来说，有限度地发展这种花钱的嗜好是很有吸引力的，也不一定会导致立即的财政危机，但持
续数代长久沉迷于这些活动，便会榨干家财，这可由许多著名的藏书与艺术品收藏易手之频繁得到证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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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真是让我想到好多人好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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