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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与重构》

前言

　　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进入中观乃至微观层面和跨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阶
段，特别是社会史和区域史研究，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李巨澜同志的博士论文《失范与重构——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苏北地方政权秩序化研究》，就是以社会史的方法，对苏北区域进行实证研
究的成果。现在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基金规划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对
此表示祝贺。　　苏北是江苏北部的简称，其地理范围大致属于淮河流域的下游。历史上，淮河原本
是独流人海，河道深浚，自然条件优越，“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汉唐时期这一区域曾一度成为
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一九四年黄河夺淮入海后，苏北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地貌被改变。原
有水系遭破坏，水旱灾害频发，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使得原本发达的苏北地区农业开始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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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北，是江苏北部地区的简称。二十世纪初，随着漕运、河工、盐务三政中心枢纽地位的丧失，加之
频发的水旱等自然灾害，苏北地方最终走向全面衰败，加之传统乡村控制体制失衡，社会动荡，致使
整个地区呈现出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土匪活动猖獗、土豪劣绅模的行乡里、青帮与刀会等组织兴
盛异常。三种失范现象集中于苏北一地，互相作用，使这一地方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之中。一九
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着手对苏北地方进行秩序重构。及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苏北乡
村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苏北地方政权的秩序化努力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
中，这一历史过程十分值得关注。本书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在“国家－社会”
关系的宏观历史框架下对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苏北地方政权为治理社会失范现象、恢复统治秩序
之过程进行全面景式描绘，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国这建设的一个机组成部分，予
以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借此说明地方新秩序体制重构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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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方法运用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的运
用，以社会史的方法，在“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理论下，利用各种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充分掌握
材料，结合个案，运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进而对苏北政权在乡村社会秩序重构方面的得失
予以客观评价。　　基于选题旨趣和研究思路，本书写作的重点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苏北地
方政权治理社会失范现象的过程及其达成新秩序体制的路径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政权与人、国家
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发展，并通过秩序化建构之过程与结果的评述，力图揭示出此十年间苏北地方
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规律，进而透视整个中国社会演进的大势。全文除导言外，由正文、结语组成。
　　正文部分共分四章，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是对苏北地方社会衰败的分析，分别从“传统乡
村社会结构的失衡”和“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两个方面来表述这样的观点：在近代中国乡村社
会结构整体性失衡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苏北地方社会因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漕、河、盐三政中心枢
纽地位的丧失以及此后区域政治中心地位之改变，苏北地方社会遭遇了全面衰败。通过对苏北地方社
会衰败过程的历史性回顾与阐述．指出自晚清开始的苏北地方社会衰败是失范的社会前提。　　第二
章．是对民国前期苏北地方诸种社会失范现象的考察，民国前期苏北地方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失范
现象，其中，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最为典型，结合苏北民性对三种失范现象形成原因与社会后
果之分析考察，从而说明社会失范是社会统治秩序丧失之结果，失范与失序为政治共生态。这表明传
统之地方控制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之时代要求，不仅严重影响着苏北地方社会的发展，还直接威胁
着南京国民政府在苏北地方的统治秩序，亟须加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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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书分以下几步。第一，苏北地理环境不行，所以第二，这地儿的人不行，第三，北洋糟糕的一
切导致更加不行，第四，蓝党上台开始加上社会控制，有些起色，第五，但是蓝党组织不足，所以苏
北还是很不行。调侃归调侃，这本书确实很用心，查了这么多史料，挺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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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只能说，李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真额很用心，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写的。光是那些材料与文献
，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对于苏北地区的分析也是下了一番功夫，见解也是想到的独到。本书是李教
授当初的博士论文，其学术价值很大，但也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会去看的一本不错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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