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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民”之间》

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通过重构12—18世纪长达六百年间赣南山区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历史，展现中国历史上地
方动乱及其引起社会变迁之图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上“动乱”的理解，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变迁
的历史与逻辑。
目录：
丛书总序 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范式转换：地方动乱与传统社会变迁
第二节 地理与人文：作为区域的赣南
第二章 烟瘴之地，土豪与王朝变迁
第一节 烟瘴之地、好讼之民与贩盐之贼
第二节 土豪、隅官与保伍法
第三节 峒寇：盆地开发与王朝教化
第四节 边界的模糊：文天祥抗元与“畲贼”
第三章 山区开发、盗贼救化
第一节 元明之际地方社会的分化
第二节 山区开发、流民问题与社会动乱
第三节 剿与抚：边界山区社会秩序的变动
第四节 江右王门、风水与科举
第四章 流民、土著与国家认同
第一节 流民问题与生态危机
第二节 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
第三节 户籍与科举
第四节 宗族与国家认同
第五章 个案的考察：宋至清初前地域社会变迁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作为王朝话语与生态变迁的“地方动乱”
第二节 动乱与社会变迁：对“大一统”中国的重新认识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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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民”之间》

作者简介

黄志繁，男，1972年8月出生，江西石城人。1991年毕业于赣南师范学院，1995年考入南昌大学历史系
，1998年获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2001年获博士学位，2002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2004年11月出站。现为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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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民”之间》

精彩短评

1、历史人类学，也是对陈春声教授的一些回应
2、黄院长果然厉害
3、[SH/4105]K295.62/4848材料那么多分析那么少。
4、书还是可以的，很帮，值得购买
5、虽然不该强求一本书，或者一本博士论文修改发表的书能将地方的“结构过程”说得很彻底、清
晰、全面，但还是希望今后能日渐完善，并能有所创新。
6、作为一本博士论文，在理论回溯上是试图回应农民战争及其他以往“动乱研究范式”，但是仅将
“赣南”作为方法，没有反思地区史研究的成果，显得不完整，尤其是对唐立宗的杰出研究，没有评
述。忽视了作为族群话语的“峒”，而此点早已被其师刘志伟教授，及赵世瑜教授指出。甚至可以说
族群在这本书中是缺位的。作者还提出要进行生态学视角下的分析，除了第一章之外，几乎未见。结
论部分稍稍有点套用华南研究常规路数。相比之下，这一个丛书中的区与界、从异域到旧疆更好。但
是不得不说，作者分析的方面非常全，而且生态视角与山区史正是我所关注的，此书启发也不小，也
是学术前史中的重要一本。我更希望华南学派影响下的学者，真正走出华南模式。
7、写得还是不错的。
8、学术著作不应该这么无趣
9、生态压力促山区开发，引地方社会与王朝体制矛盾，致动乱，诱王朝教化，多族群共享社会文化
体系，关系紧张。王朝正统观念“下渗”，地方社会渐成“版图”下“地方”。阳明赣南实践中乡约
教化与保甲控制之轻重、租佃关系中阶级矛盾与流民土著矛盾孰先两处分析为亮点，余者略平淡。
10、国家与地方的博弈。流为贼寇的未必是穷困无路之徒，也可能是史进、柴绍那样的地主恶霸。没
有绝对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局限于历史时期。
11、这本书平分偏低啊，往上拉一拉。
12、选题很好，内容详实，史料充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充分分析贼-民-贼-民的角色转换的历史动因
。
13、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走向历史现场这套书的特点，只是分析没有类似题材的《移民、户籍与宗族》
深入~
14、绪论远精彩过叙事的作品。作者对于宗族的认识，暴露出其在中古史与政治史方面的修养欠缺的
问题，材料有些有传钞的痕迹，尤其是建塔改命一节，很有嫌疑。
15、生态这一块有点弱 但看得出来作者还是很有野心的
16、黄志繁老师的书。赣南开发虽晚，但近些年的发展相当不错。
17、历史人类学？下午一口气花了七个小时看完了，感觉史料收集的很用心，但是还是有点落入矛盾
分析法里面，总的来说十一本很不错的介绍我家乡历史的书
18、作者意图将刘志伟、陈春生等人研究岭南地域社会的模式运用到赣南社会，同时还想试图从生态
学的角度解释赣南长时期的社会动乱。但是很明显这个计划没有完全成功，作者主要从地方史的角度
解释赣南地域长达六百年的国家与地方的矛盾，分析地域社会形成的过程。在这种分析中由于作者对
生态学或者说环境史的学术背景不熟悉，因此没能充分证明作者在结论中表述的“南方山区社会最终
成为中央王朝版图下的地方这一过程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是生态的演变”的结论。作者的学术野心是非
常值得鼓励的，但是距离作品的完整程度还有一段距离。
19、未完，不续。
20、最后的分析做的太薄弱了。
21、论文式没有什么意思~
22、类似《红雨》，很有意思一本书，史料用的很扎实。
23、把华南研究那套观点用来解释南赣
24、作者对材料的解读有问题,视野不足,本来可以是本不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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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民”之间》

精彩书评

1、上來要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本書廢話實在是多啊。一句論述當中夾雜很多引文，引文引好還不
厭其煩要用白話再解釋一通。話說，看不懂文言的人應該是根本不會看這本書的好不好。而唯一的那
句論述有時候居然又是廢話，即，即使不講，以常理推之亦可得。這就顯出作者的著眼點有時過於狹
小。要言之，這本書完全可以砍去三分之二冗言。而『結論』部份又眞是寫得不錯，觀點新穎，思考
深入，論述簡明而順暢。仔細看看這部份還是很有收穫的。在論述地方與國家互動的部份，天平似乎
向地方傾斜過多。要知道在地方不斷被納入國家體系過程中，後者的發力至關重要。全書我最不喜歡
的莫過於那篇『叢書總序』，看的時候就想：這廝的腦子是不是被槍打過了？說得都是些什麽話啊？
尤其是頁iv那些話，說出來不知要幹什麼。不如去看看cohen同學在di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頁xiii-xiv裡
說得那些話罷。cohen那本書其實就是在展開批判，可是人家那話說得多高明多誠懇啊。
2、无论什么稀缺的书 豆瓣上总能看到他有 一点开又什么都没有 什么破网站 没有就不要误导别人另外
什么都没有你开什么书店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
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
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
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
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
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
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
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
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
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评论太短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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