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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史料与视野》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探讨中国社会史学的多方面论述。包括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史、社会史史料学等
有关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方面的讨论，详于地方志、档案文书、碑刻的论述；对于民俗史的探索涉及
岁时节日、禳除习俗、宇宙观、时空观、消费观、性别观、人口行为、宗族普及与风俗变迁的关系等
，反映了作者对于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的探索；作者对1999年后中国族谱学、宗族研究的综述，翔实
可观。本书可供社会史、文化史、文献学、明清史的学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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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史料与视野》

作者简介

常建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现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
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于宗族史与谱牒学、风俗史、18世纪的国家与社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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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宗族与文化的关系。周晓光《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1期）认为，宋元明清时期，新安理学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
安理学所倡导的伦理观，是徽州宗族制定族规和祖训的理论依据；朱熹的《文公家礼》以及新安理学
家的有关礼学著作，是徽州宗族活动的指南性经典；绝大部分的新安理学家热心于宗族活动，成为徽
州宗族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宗族在教育方面发挥了作用，李琳琦《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宗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各种措施和
经费来源，王昌宜《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合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浅析明清
徽州宗族的教育思想》（《合肥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论述了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与教育思想
。章毅《元明之际徽州地方信仰的宗族转向：以婺源大畈知本堂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
究所学报》总第44期，2007年）研究了地方民间信仰宗族转向问题。 宗族作为社会势力在地方上有种
种表现。婺源程允中家族自康雍之际兴起，成为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张杰《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
务——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以《清代朱卷集成》所载程允中
朱卷履历为经，乾隆等三种《婺源县志》为纬，通过程氏家族九代近百人的传记资料，论述程氏族人
在修建公共工程、从事文化教育和兴办公益善举等等活动中的表现，认为科举世家是清代地方官在行
政事务中的主要依靠力量。19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兴起了捻军与淮军。这两种原本对立的政治力
量，在以宗族为背景、为基础方面，却全无二致。毛立平《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
—以捻军、淮军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审视安徽基层社会的宗
族势力及其与上层政权统治的关系。 学者讨论了基层社会中宗族与乡约、保甲的关系。常建华《明代
徽州的家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明代嘉靖以后，宗族与乡约相结合，即宗族
乡约化，从而加强了宗族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韩国学者洪性鸠《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
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利用族谱对明隆庆六年
（1572）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家法》中提到的里甲轮充乡约涉及的人名进行复原，以呈现乡约与宗
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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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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