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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

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经济史或中国社会政治史曾是台湾过去五十年史学研究比较热衷的课题之一。社会变迁是其
中的一个子题。要说明这个子题，不能不先说说社会经济史或政治社会史研究的大脈络。大体来说，
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不以马克思理论为框架，也比较不再关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期间所争议的生产方
式、阶级竞争、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等议题。这一方面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老一辈学者，在立场
上绝大多数反对马克思或倾向于从史材料入手，不套用现成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环境不允
许学者自由接触和发表与马克思理论同调的著作和意见，总有的论战议题几乎不可能在台延续。
第二，由此形成的理论空白，六七十年代以从，在相当大程度上由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
类学理论以及若干日本学者的学说来填补，研究方向比较集中到所谓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和功能、
阶层化现象、社会流动和变迁等等问题上。
第三，在材料上，文献与出土材料结合，不再偏重传统文献。1987年解除戒严以前，台湾学者一般少
有机会接触到1949年以后中国新出土的文物和相同的研究。探讨社会史多继续在传统文献中打转。
第四、像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那样从理论出发，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通贯性著作不再出现，而
偏向于较细致地分析和讨论不同时代、地域、阶层里的社会现象，也推展出较多和社会相同新领域的
研究。探索这些新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多源自近年流行的文化史、与过去社会史种类似问题的讨论已
大不相同。
本册前半部前辈学者较多，后半部青壮辈学者较多，也展现出较多新的议题和多亲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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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义田教授生于1947年贵州遵义，1969年于国立台湾大学毕业，73年同校历史研究所完成硕士学位，
其后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邢教授曾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
组主任、国立清华大学及台湾大学兼任教授，后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任为研究员。
邢教授著作甚丰，专书研究如《居延汉简补编》、《古罗马的荣光——罗马史资炓选译》、《秦汉史
论稿》、《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等。学术论文有《汉代画象中的“射爵射侯图”》、《古代中国及
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秦汉帝国与“西方世界”》、《汉代中国与罗马
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95）》、《秦汉皇帝与圣人》等五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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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出版说明
总序
导言
从村落到国家
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
春秋列国风俗考论别录
战国时代列国民风与生计——兼论秦统一天下之背景
汉魏士人同乡间系考论
东魏、北齐内部的胡、汉问题及其背景
孝道与北魏政治
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割据势力、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
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
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
明表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
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湖——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
另一种“伪组织”：抗战时期婚姻与家庭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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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论丛是五十年来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经典著述的汇编，共分十三个专题，十四册，分别是
：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制度与国家；政治与权力；思想与学术；社会变迁；经济脉动；城市与乡村
；家族与社会；妇女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礼俗与宗教；生命与医疗；美术与考古。　　台湾中央研
究院史语所黄宽重、邢义田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担任总主编。每一专题均由在该领
域有深厚造诣的台湾学者担任主编。每册书前附有总编所作的序和分册主编导言。各册导言的宗旨，
在于综论台湾中国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内外背景和发展大势，并介绍当册作者和论文的特色。有些偏
重于介绍收录的论文和作者或收录的缘由，有些偏于介绍世界性史学研究的大趋势，有些又以分册主
编对某一领域的看法为主轴，各俱特色。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简短的作者小传和本文的原刊数据，
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进一步的查考。　　丛书汇集众多国际之名学者的名作。老一辈学者，如严耕
望、劳榦、傅乐成、戴炎辉等，当代史学名家，如余英时、许倬云、禄耀东、毛汉光等，还有深厚的
西学背景的中青年知名学者，如陈弱水、颜娟英、李贞德等。云集了台湾半个世纪几代学者的代表著
述，可谓名家荟萃，佳作琳琅。　　本丛书的文章的总的选录原则是以近期出版者为主，以展现较新
的趋势和成果。但各册也有不同。有的分册收录的几乎都是近十余年的论文，如《生活与文化》分册
；有的则收入较多几十年前的旧作，如《制度与国家》，这恰恰反映了台湾中国史研究方向和中心的
转移。　　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海峡两岸学者的交流，资料信息的利用和相通，相关论文的查阅，都
存在这一定的不便。国内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一直要求及时看到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是促使本丛
书出版的主要因素。台湾和内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台湾学者一方面受西方汉学界
影响很大，一方面又非常熟悉中国文化，有更多的创新和活力。在研究论题上，除了传统题目，台湾
史学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议题，如医疗史、身体史，为国际史学界所注目。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
究论丛”的出版，应会给国内史学界带来新的资料、新的信息和新的关注点，对于两岸学术的交流和
互动，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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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找到了想要的。
2、台湾学者做学术很扎实。
3、后半段的研究成果可能更胜一筹吧！
4、台湾学者能够跳出框架提出许多新颖的议题与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书中论文不仅考据扎实而且
大多都提供了翔实的数据统计，可谓是凝聚了台湾几代学者心血的一部论文集。
5、读了最后几篇，林丽月蛮好的~
6、台湾学者的东西还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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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社会变迁》的笔记-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226

        五代之时，石敬瑭父事契丹，一举而割燕云十六州。其地居民，因沾染胡化，在精神上反与异族
接近，以是割地时竟无丝毫阻碍。【那宋太祖费个什么事啊】

2、《社会变迁》的笔记-第112页

        《汉志》又云：“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谷，至今犹然，宾客相遇，以妇
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此亦本俗，非丹之化也。【那生出
来的孩子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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