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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内容概要

《明清江南史研究30年(1978-2008)》的主要内容是：明清江南史研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吸引了众多
学者全力投入，成绩斐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最成气候者。不仅不少中国学者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
，而且欧美、日本的学术界也颇多大家热衷于此。国内外学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它
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作为当代江南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家范先
生于2008年11月初旬召集了当代国内该领域的三十余位代表人物聚会于浙江海盐的南北湖畔，抚今追
昔，畅论这三十年来的明清江南史研究。参会学者事后撰写的文章汇成文集，“以追忆为主，兼收新
论，凝结着这些学者的经历、心路以及研究的收获”。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明清江南
史研究30年(1978-2008)》。这部集子所收录的论文其作者全都是大家，都成名已久，学术成就卓著，
此书乃是近年来罕有的一部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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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书籍目录

追忆篇
筚路蓝缕的三十年
——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
山高水长忆师恩
——洪焕椿先生引领我进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门
我的徽州文书缘
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
解读江南
——研究江南区域历史的经历与体会
江南：从现代追寻历史
行路读书，点滴江南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十年江南史研究及一些体会
体验篇
谈“江南”的政治含义
文献解读与实地考察
——江南市镇研究方法漫谈
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
——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
超越前代
——读《韩强士经营湘湖计划书》
成同文教之厄与江南文化版图重构
鱼鳞图册研究综述
——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
关注明清政府对江南基层社会的管理
——以江南市镇为视角
从书斋到田野：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调查
展望篇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
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刍议
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几个问题
用社会学的目光重新审视政治史
附录“海盐会议”发言实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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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以年龄来分老中青三代，老一代有邹逸麟、樊树志、王家范、蒋兆成诸位。邹逸麟以历史
地理学家的目光，将明清江南史置于历史地理变迁的大背景下，从地理环境特殊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开拓了一条新路子。樊树志以明史专家的深厚功底，并接受西方、日本等国先进史家的史学方法，
宏观博大，微观缜密，所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及后来修改扩大的《
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明清江南史与专题史的名著，是能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颇具见解、资料翔实的学术论著。此外他还有多篇有关江南史的精彩论文。王家范的《明
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
费结构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2期）、《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与命运》（《史林》
，1987年2期）是很有启示性的学术论文。蒋兆成是傅衣凌的第一批研究生（与郑学檬、杨国祯、唐文
基同时），他传承了傅衣凌社会经济史研究思路，所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
版社，1994年），是颇具特色的地域史专著。此外罗仑、吴仁安、叶依能、张芳、郭松义等人亦有论
著行世。还须指出的是这一代人治学是很刻苦的，经历了种种磨难，能有如此成就，真是令人钦佩！
邹、樊、王三位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王振忠、张海英、冯贤亮、陈江、徐茂明、马学强、
盛岳中、洪璞等，他们兼收诸位导师的长处，交错汲取不同风格融会贯通，其博士论文出版后得到学
界的好评。邹、樊、王的优秀学风有了这批后学，当能得以传承、发展，并会有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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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后记

2008年11月初旬，长三角地区从事明清江南史研究的30余位朋友聚会在浙江海盐的南北湖畔。选
择2008年，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明清江南史研究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新老三代人有一个默契的心愿
，希望能够在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抚今追昔，相会叙旧，过上三天休闲生活，让30年“历史记忆
”温暖我们共同的追求。会议不递交论文，没有专题报告，自由发言，随兴抒感，故有三三三碰头、
神仙阔聊漫游之说。绮丽的湖光山色，又特赐两天多的朦胧烟雨，真是天也动情。细似柔丝的雨不停
地下，走在石卵铺就的山路上，蜿蜒曲折，满山坡的橘树硕果累累，低首不语。真是诗意盎然，味道
浓极了！江南风采，江南研究，就是这个样子。在傅衣凌、谢国桢、洪焕椿、谭其骧等前辈恩师的开
拓和导引下，30年来，长三角地区的明清江南史学者表现出了这个时代难得的淡定从容，坐得住，勤
访查，真心实干，薪火相传，始终保持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节奏，致中和，行大道，恰如春蚕吐丝
那样地敬业。现在将参会学者事后撰写的文章汇成文集，以追忆为主，兼收新论，凝结着这些学者的
经历、心路以及研究的收获。阅读这本文集，我想读者会体会到这种江南人研究江南的特有风格与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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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编辑推荐

《明清江南史研究30年(1978-2008)》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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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精彩短评

1、翻翻而已，了解了解
2、开神仙会那段记录比较有趣，各人发言颇具特色。
3、江南史研究必备，一本好书
4、期待数据库的开放。
5、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6、不少八卦啊，如小范回忆如何跟洪焕椿读研
7、随笔
8、文集
9、江南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区域，本书的作者都是这方面的大家，从学术史方面进行回顾与展
望，对初入门者可窥得门径。
10、三十年吐槽大集合。
11、明清江南史研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吸引了众多学者全力投入，成绩斐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中
最成气候者。不仅不少中国学者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而且欧美、日本的学术界也颇多大家热衷于此
。国内外学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它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作为当代江南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家范先生于2008年11月初旬召集了当代国内该
领域的三十余位代表人物聚会于浙江海盐的南北湖畔，抚今追昔，畅论这三十年来的明清江南史研究
。参会学者事后撰写的文章汇成文集，“以追忆为主，兼收新论，凝结着这些学者的经历、心路以及
研究的收获”。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
这部集子所收录的论文其作者全都是大家，都成名已久，学术成就卓著，此书乃是近年来罕有的一部
学术精品。
12、废话和卖瓜太多，根本看不出有下面评论的那么好。
13、可以。
14、前面几篇写自己学术经历的很不错，后面有的就是把以前的论文改改就叫上了吧......
15、江南史小圈子的大集合，因为不是什么严肃论文，所以读起来很轻松。
16、了解历史地理学
17、这本书是我首先在网上先查到并下载下来阅读的，由于写得好，特别是附录部分非常有价值，所
以决定再买纸质的。
18、学习明史的时候老师推荐阅读的书，在写论文的时候借来看了下。当时读的还是饶有兴致的，在
此推荐一下~
19、买这本书只是为了了解一个大概⋯⋯⋯⋯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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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精彩书评

1、读这本书，完全是因为自己对明清史的兴趣。也或许是由于住在江南一隅，要了解历史。但是，
读后颇有意外收获。首先，发现这本书里都是行家。现在的史学研究，甚至于难说史学的历史也做得
到清楚。当然并不一定要上电视，研究历史时才说了真理；可是，历史真是退化了、软弱了、被历史
了。在书中，有的文章中讲到师承，提到老中青。我看了这些文章，觉得，虽然学术不同、层次分明
，但是称得上异彩纷呈，说得上鞭辟入里，评得上各领风骚。实在的原因只能是他们都有无数个日夜
的劳动付出，可能还有现在研究环境很不错，既有推敲也有争论，为了共同的爱好而执着，而得到许
多不同的结论。所以学术昌盛，都是大大小小的专家相互交流的结果。其次，触及到很多史料研究的
成果。我以前读过谢国桢、樊树志，再早还有一些，白尊彝、翦伯赞什么，近年还读过林森，但是由
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明清史一直是随时随地捉摸、抖抖索索地关注。也许会有倾向、判
断，也有知识的感触，但是没有定见，也就没有史见，而只有史趣是不足以有史识的，史识是靠丰富
积累来的，有人领着走会快一些，只要避免走错道。这次三代人聚会南北湖，我更深刻地看到自己不
足，而且这大批师生，简直倒真是有王者气。明清史的大家如林，李伯重、黄宗智以外，还真有不少
奇才发现。史料也全面扎实，文章虽然小，却是很厚重的冰山外的一角，令人信服。最后，也引发不
少感兴趣的话题。江南在明清领全国经济之首，现在也是如此。但是社会史、技术史还真不太系统，
我觉得这些人研究下去，一定会有真正值得期待的著作产生。最近看到王宁讲钱钟书的话，我觉得如
苍蝇掉在了嘴里。反正真正找得到好角度，攻得下好材料，写得出好作品的，一定会从这批不认识的
人里产生。
2、明清江南史研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成绩斐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最成气候者。不仅有不少中
国学者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而且欧美、日本的学术界也有颇多大家热衷于此。国内外学者的全力投
入和相互交流促进了它的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就中国学者而言，早在二十世纪前期
，傅衣凌、洪焕椿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开创了这一块学术园地，但其真正取得迅猛的发展还是改
革开放后这三十年间的事情。“30 年来，长三角地区的明清江南史学者表现出了这个时代难得的淡定
从容，坐得住，勤访查，真心实干，薪火相传，始终保持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节奏，致中和，行大
道，恰如春蚕吐丝那样地敬业。”作为当代江南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
先生于2008 年11 月上旬召集了当代国内该领域的三十余位代表人物聚会于浙江海盐的南北湖畔，抚今
追昔，畅论这三十年来的明清江南史研究，并将参会学者事后撰写的文章汇成文集，“以追忆为主，
兼收新论，凝结着这些学者的经历、心路以及研究的收获”。近年来，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会后出
一部论文集，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固定模式。说实话，通过这种方式所产生的论文集，
由于种种原因，各篇论文的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其质量难以保证，鲜有佳作。因而其学术价值相当有
限，很难在学术界引起什么反响，往往是一经出版，便落得个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命运。但这本论
文集真的不同。首先，这部集子所收录论文的作者全都是大家，都成名已久，学术成就卓著。其次，
本论文集对于所收论文的要求也和普通论文集不同，本次会议要求的论文是“非典型性学术文章，可
以是学术随笔或散文”，与严肃刻板的学术论文不同；正是这种“非典型性”保证了文章的可读性，
大厨烹小鲜，可以充分显示出各位大家的功力。即使是非本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读来也不会觉得吃力，
反而会觉得饶有兴味。通过这部集子，读者可以体会到一种江南人研究江南所特有的风格与精神，细
细品味，必然会获益良多。最后，从本书的内容上来讲，乃是对过去三十年间的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
顾与总结，以及对未来本领域的学术发展的展望。其中既有对本领域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取得的学术成
果的总结，如开篇陈学文先生的《筚路蓝缕的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相关
的专门主题研究，如周武先生的《咸同文教之厄与江南文化版图重构》，张海英先生的《关注明清政
府对江南基层社会的管理》；有研究方法的总结，如樊树志先生的《文献解读与实地考察》，李学昌
、董建波先生的《从书斋到田野：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调查》，这些都是有志进入该领域者的必读之
作。也有学术名家对自身学术历程进行的回顾，如唐力行先生的《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王振
忠先生的《我的徽州文书缘》，文中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看似平常，其中却蕴含着丰厚资源，特别是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方面，若能仔细挖掘，不仅对于江南史研究领域的后学晚辈有着极大的启迪作
用，可以使之迅速入门，少走弯路，即使是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还有学者对
于最前沿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的总结与陈述，如刘昶先生的《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
考》，这篇文章对于笔者的触动尤大。作为史学研究领域的末学后辈，笔者是江南史研究的门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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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也许是因为本人的孤陋寡闻，因而被文中所提到的所谓“加州学派”、“不伦纳辩论”、“大分流辩
论”所涉及到的种种理论问题所深深震撼。这些理论问题甚至牵涉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其
影响力绝不仅仅限于江南史研究领域，而是触及到了历史观问题，引人深思。总之，《明清江南史研
究三十年（1978-2008）》乃是近年来笔者所见罕有的一部学术精品，建议每一位有志于此领域学术研
究的后来者，特别是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对于学术研究还是懵懂一片的文科研究生们都要仔细研读
，必将获益匪浅。
3、关于江南，在我看来除了苏南、浙北、淮南，还要包括徽州。····江南是最广的一个大区域
，其中的小区域之间都会有一种互动的关系。（页455，唐力行）那天我开玩笑说，即使有大江南，也
有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心就是范金民先生研究的，我这个在他眼里就是乡下人，山里人。唐力行先
生也和我一样，是山里人的前辈。现在他把苏州和徽州一比较，就成了城里人了。我研究徽商的问题
设计到城市问题，但现在还处在城乡结合部，属于社会闲杂人员。（页474，王振忠）唐力行先生提出
过“小徽州”和“大徽州”，小徽州就是徽州一府六县，大徽州包括江南，徽商好多都在江南一带。
（页477，王振忠）徽学其实是中华、中原文化流到徽州这个地方，与当地结合、发展，不是徽州学，
也不是安徽学，是中华文化的积淀，是一个发展，是一个这样的理念。（页494，陈学文）
4、竖子按：颠沛了一年多，这本集子终于出版了，每一篇文章都很好，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力推
陈学文老师和范金民老师的两篇文章，都渗透着充沛的情感和几十年积累的学术经验。陈老的文章，
让我重新认识了80年代的学界；老范的文章，让我重新理解了洪焕椿先生。杯具的是，我现在还么有
拿到书⋯⋯“明清江南史研究视域与方法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2008年11月7—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江南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明清江南史研究视域与方法回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海
盐隆重召开，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社会科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
院、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江浙沪地区各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
术月刊》、 《史林》、 《探索与争鸣》、 《浙江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负责人也应邀与会。本次会
议集中了国内一批多年来研究明清江南史的权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自上世纪 80年代始，明清江南
史研究复兴，几乎与改革开放 30年同步。经过三四代学者的努力，明清江南史研究成为国内区域史研
究中的显学，积淀厚重，颇具规模，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此次大会从江南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江
南史研究的展望以及对海外江南史研究的借鉴与评介三个方面分别进行研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所邹逸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江南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家范教授分别担任大会主持。大会首场议题为“明清江南史研究 30 年回
顾与总结”。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回顾了国内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由傅衣凌、洪焕椿等前辈
学者开创、奠基的明清江南史研究，在建国初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进一步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镇问题、民间信仰问题等一些新兴领域获得丰硕成果，明清江南史研
究一直在稳步前进。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 上海社会科学院钱杭教授，
亦从各自治学经历出发，回顾并检讨了过去三十年中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大会第二场议题为
“明清江南史进一步研究的设想：视域与方法”。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指出，传统中国的经济与政治
关系密切，以往的江南史研究较多关注经济，从政治的路径切入江南史研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向。
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认为，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江南地域的实地调查工作益显其重要性和紧
迫性，他同时指出，宋代江南史研究在注意发掘与使用新史料的同时，“旧题重作，旧文重读”，仍
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浙江社会科学院陈学文教授提出，江南研究应该多领域、多角度地进行思考
，在广阔的视域中考察江南的历史和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学强研究员认为，江南史研究已经积累
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高研究水平，需要学者们广泛地合作，同时注重资料的梳
理与整理。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了徽州资料整理工作，指出当下江南史研究有
大量资料尚待充分解读。苏州科技学院叶文宪教授从农民起义的概念分析提出了江南研究的新方向问
题。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以江南市镇行政管理研究为例，提出应重新审视既往江南史研究中“老课题
”的学术价值。苏州大学吴建华教授表示，江南史研究可以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新的取
向和角度解读江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会第三场议题为“对海外明清江南史研究的评价与借鉴
”。与会代表以海外明清江南史的研究情况为路径审视了国内的当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刘昶教授介
绍了美国学界关于明清江南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争论。陈学文教授细致回顾了欧美、日韩的明清江南史
研究，提出应更多地吸纳海外学术成果。樊树志教授特别指出日本学者在江南史研究的资料整理和阐
释方面显现出很强的学识，值得国内学者效法取鉴。范金民教授指出，以夫马进、岸本美绪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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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者，继承了日本老辈学者扎实的史料驾驭能力，同时拥有欧美学历背景，问题关怀和理论意
识鲜明，值得高度关注。复旦大学冯贤亮副教授以滨岛敦俊的研究为线索，提出江南史的研究应寻找
历史感和场景感，努力恢复历史场景。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作闭幕发言。他指出：几代学者在数
十年的研究中，坐得住、勤走动、真心实干的治学精神，使明清江南史研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路
向与内在的发展脉络。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始终保持中和的色调，不急不躁，悄悄变革，有着自己
的特点。江南史研究既有的成就还归功于这些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心态，即正心诚意、修身向学、问
道于天下。最后，他还提出三点建议，建议江南史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经验行诸文字，以惠后学；
建议进行江南文献资料库的整理利用和资源共享；希望合作举办江南史研讨班，加强江南史研究后备
人才的培养。赵思渊 《探索与争鸣》2008.12目录追忆篇　筚路蓝缕的三十年　　——明清江南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　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　山高水长忆师恩　　——洪焕椿先生引领我进入江南社会
经济史研究之门　我的徽州文书缘　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　解读江南　　——研究江南区域
历史的经历与体会　江南：从现代追寻历史　行路读书，点滴江南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
悠　　——十年江南史研究及一些体会体验篇　谈“江南”的政治含义　文献解读与实地考察　　—
—江南市镇研究方法漫谈　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　　——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　超越前
代　　——读《韩强士经营湘湖计划书》　成同文教之厄与江南文化版图重构　鱼鳞图册研究综述　
　——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　关注明清政府对江南基层社会的管理　　——以江南市镇为视
角　从书斋到田野：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调查展望篇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　明
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刍议　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几个问题　用社会学的目光重新审视政治史　附录“海盐会
议”发言实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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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的笔记-第4页

        李伯重《兼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按：李伯重这篇论文的篇名应为：《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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