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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停进步
、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变
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回首过往的三十年，
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一方面史学走出“
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史学遵循自身发展
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
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
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
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
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
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
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
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晰，以下数端应是目
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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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社会群体研究》收录论文10篇，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皇帝和朝廷要员的群体研究
，对于这些研究对象，学术界长期多从制度或政治史的视角展开讨论，鲜有从群体的角度予以关照；
其二，士人群体，从不同的视角力图揭示士人群体的群体特性；其三，群体互动以及群体与社会发展
、时局变动的关系。虽然所选群体多为中上层，但都落实在社会的层面，观照社会整体。社会史的兴
起，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如
何重新站立?如何获得新的立意、确立新的学术意义？吸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从社会史的
视角考察传统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内容，或者直接将政治史等与社会史打通，应该是可以尝试和探索的
有效途径。本文集即是这一思考、探索的成果。其实，这一成果也意在补正社会史目光一味向下的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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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皇帝”：明代皇帝的群体特性　　一、明代皇帝的群体特征　　明代十六帝在民间拥有许
多称谓，其中太祖被称为“平民天子”，宣宗被誉为“太平天子”，孝宗被誉为“中兴天子”，武宗
被称为“风流天子”，英宗被称为“幼冲天子”，穆宗被称为“令主”，熹宗被称为“木匠皇帝”，
思宗被称为“独夫”；此外，宣宗有“促织（蟋蟀）皇帝”的绰号，武宗则以“威武大将军”、“太
师镇国公”、“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自居，自号“锦堂老人”；世宗佞道斋
醮，被称为“新天子圣人”、“真人帝君”，自号“天池钓叟”、 “尧斋”；穆宗自号“舜斋”；神
宗自号“禹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称谓背后，隐含着明代皇帝的某些共性和群体特征。与前朝皇
帝相比，明代十六帝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一）政治低能化，荒政怠政现象突出　　明代皇帝的
政治素质大多不高，治国能力较弱，多表现出荒淫腐化、昏聩平庸、懦弱无能。从明仁宗开始，皇帝
就十分依赖他的阁臣官员，“仁宣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杨辅政”；英宗前期的统治
建立在王振专权的基础上，皇帝事事听取王振的意见；景帝的统治也有赖于于谦、王文等大臣的支持
；即使被称为“令主”，享有美誉的穆宗，对于军政要务也是一问三不知，在庙堂上拱手缄默，完全
依靠大臣来运作，离开他们就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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