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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年刊。包括“家族研究新视野”“华北社会文化史”“日常
生活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栏目。

Page 2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书籍目录

柳立言
科舉、人際關係網絡與家族興衰：以宋代明州為例
吳真
中晚唐江南氏族興起與道觀、道士
萬安玲
元代華北的書院：蒙漢文化關係
張傳勇
明清陝西城隍考——堡寨與村鎮城隍廟的建置
張建
變革時代·近畿地域·特殊群體——清初三朝直隸旗人群體淺探
王洪兵
清代告示與鄉村社會秩序的建構——以順天府寶坻縣為例
盧忠民
近代北京社會的“鋪保”初探
張勃
晚明北京居民的節日生活與城市空間的發展
常建華
盛清吳中士人生活的寫照——清人筆記龔煒《巢林筆談》的生活史料價值
涂豐恩
擇醫與擇病——明清醫病間的權力、責任與信任
王濤鍇
何以成醫：明清時代蘇松太地區的醫生訓練和社會
張璐
天津廣仁堂醫療機構初探
鄭洪
中西醫知識衝突下的近代中醫醫院
馮賢亮
近世浙西的環境與水利
和衛國
清代後期錢塘江海塘大修經費籌集問題研究
曹永憲
康熙帝和徽商的遭遇——以歙縣岑山渡程氏為中心
趙思淵
屏盜之跡、拯民之恫：明清蘇州地區的巡檢司
王雲紅
在流放地：論清代流放人犯的管理
劉寶吉
鹽之魅：秘密會社、革命與國家——以山東為考察區域（1920-1940）
喬福錦
民間社會之文化重建——以朱子人生志業為案例
張師偉
近代中國視野中的“民主”釋義
荷尼夫
從韋伯一直到勃蘭特——西方學者關於晚清民國經濟狀況的最近辯論簡介
杜靖
關於對話的對話——評周泓《群團與圈層——楊柳青：紳商與紳神的社會》
羅艷春

Page 3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中國社會史學會第十二屆年會綜述
張瑞
水與健康的變奏曲——《水的征服》評介
常建華
井上裕正著《清代アヘン政策史の研究》
胡耀飛
長時段的宗族史研究——讀周揚波《從士族到紳族——唐以後吳興沈氏宗族的變遷》
王元林
海外貿易制度史的創新力作——《明代海外貿易制度》書評
代華
系統的學科建構，濃郁的江南特色——《中國社會史教程》述評
《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六至十卷目錄
編後語

Page 4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章节摘录

　  （3）封闭与开放／缩小与扩大　  这是研究唐代婚姻不能避免的题目，但如前所述，最迟至北宋中
期，唐代的门第婚已被彻底打破，那么宋代的婚姻是否没有封闭性了？也许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婚姻圈
的扩大或缩小，而且应辨别它缩小的原因，究竟是来自客观的因素还是来自人为（故意的如唐代的世
族）的因素。　  人为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前述的世婚和门当户对，后遗症是择偶的范围受到限制，
也许促成了几个士人家族的不断通婚；尤其在士人社会不算很大的地方，择偶的选择性更受限制，造
成婚姻圈与交游圈、学术圈、教育圈、政治圈的大幅度重叠。此外，家族被名列党籍，失去政治前途
，或拒绝与不同政治立场的士人通婚，或故意的&ldquo;婚姻本地化&rdquo;等，都会造成婚姻圈的缩
小。客观的因素也不少，例如地理环境阻隔了家族跟外界的接触，政权的分立让家族&ldquo;地方
化&rdquo;（如五代十国时，但战乱迁徙却让家族有全新的婚姻圈，这就很难说是扩大了）和经济条件
让家族局促一隅等。在正常的情况下，婚姻圈的扩大或缩小似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主要是跟家族成员
的落脚点（如游学和游宦）、交游圈和事业圈等的扩大和缩小成正比。最明显的是中举之后，走出家
乡，至各地任官，婚姻圈也从家乡扩展至各地（包括中央）了。我们几乎可从这人的科举生涯找出他
的姻亲范围，最先是举业的同学，然后是通过解试后的鹿鸣宴友、一起发解上京的解友、到京师后结
保参加省试的省友、登科的同年、出仕的同僚、文人活动（如书画雅集、古文运动）的同好、宗教活
动（如士人与僧人合办的白莲社）的同道&hellip;&hellip;这些都是产生婚姻的小圈子和机缘，并因此形
成了各种婚姻形态，例如亲上加亲、同年变亲家、同好变亲家、同僚变亲家等。　  （4）贫富（才财
）相济　  富家女与穷才子的结合一直是小说和戏曲的主题，表示财与才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的婚姻。
明州士人家族不乏富妻，袁氏尤其多。根据墓志，她们总是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无怨无尤地变卖嫁妆
，挽救只知读书快要破产的夫家。这固然令我们肃然起敬，反省今日斯文扫地，此调难弹，但也要探
究富有的妻家为何愿意把女儿下嫁给穷才子。理由很多，如成全子女、以财换名、世代通好和长线投
资等，有些已是常识，毋庸再表，有些仍有研究价值，如张彬村对陪门财的分析，即以&ldquo;物质
财&rdquo;（经济资源）交换&ldquo;地位财&rdquo;（门户名望），似乎由唐代一直延续至宋代，也引
起了是否北宋择偶重&ldquo;财&rdquo;而南宋重&ldquo;名&rdquo;的争议，亦即读书人身价在两宋的涨
与跌。跟&ldquo;家族&rdquo;相关的问题，自然是妻家看中的，究竟是女婿的&ldquo;家&rdquo;还
是&ldquo;族&rdquo;的名望，牵涉我们所讨论的&ldquo;家&rdquo;与&ldquo;族&rdquo;的关系，这是唐
宋的大不同：宋代的妻家把女儿嫁给甲，有无把握从甲的&ldquo;族人&rdquo;而非&ldquo;家人&rdquo;
获得好处？宾大学人认为，评估中举不能只看直系家庭，还要看旁系家庭和姻亲，甚至要看有社会关
系的师生等，假如评估婚姻也要看男方家的旁系家庭和已有的姻亲等，那么任何择偶条件都不是那么
特别和重要了，因为纵使女方家跟男方家贫富悬殊，仍可能跟男方家的某族人某朋友某姻亲某师生是
条件相若的，例如都是精英家庭，既是精英跟精英联姻，那么婚姻对社会流动又有何重要性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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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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