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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是一个流民遍地的国度，“流民”所传达的信息，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我们可以说
，解析流民，是“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本书希望通过对流民群体的全方位跨学科的系统考
察来“解读”近代中国，这对解决新世纪的流民问题或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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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子华，男，生于1961年8月，安徽涡阳县人。1981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毕业，留校担
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1991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
学家茅家琦教授、方之光教授治中国近现代史。1994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12月任安徽
师范大学副教授。1996年7任河北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人口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双重导师”）
。河北省职称评审委员，河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2001年9月至今，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政治史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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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流民潮涌——中国近代流民概观
第一节 流民：从传统到近代
一、“流民”种种
二、流民：从传统到近代
第二节 流民的国度
一、流民遍地
二、“离村率”：一个量化分析
三、透过城市的窗口
第二章 “合力”驱动——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
一、在外力的冲击下：自然经济的解体
和中国社会的转型
二、引力场：来自新的经济因素
三、“打破其墨守乡土之故习”——农民价值观的变迁
第二节 “人口爆炸”冲击波
一、“马尔萨斯的窘境”
二、跳不出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怪圈
第三节 在土地兼并狂潮席卷之下
一、不可遏制的兼并狂潮
二、农民的无地化和流民的孕生
第四节 “生活的钢鞭”
一、农民的贫困化
二、不堪“重赋”
三、“生活的钢鞭无情地驱策着”
第五节 “土匪、军队和饥馑”
一、“自古已然于今更烈之匪患”
二、战垒连珠卷画旗
三、饥荒的中国
第三章 “流民何处是乐土”——近代流民的流向
第一节 从农村到城市
一、“流向”问题
二、“向心”运动：轨迹、动机和特征
三、“孔雀东南飞”
四、“选择职业”与“职业选择”
五、“向心”流动中的女性流民
第二节 “横向”流动：在传统与近代之间
一、“横向”流动综观
二、流民与农村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异质”
三、“横向”流动的新动向
第三节 “闯关东”
一、“闯关东”的由来
二、“全部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三、不绝如缕的“因果链”
四、“闯关东”的社会文化观
第四节 漂洋过海
一、“洋流”现象
二、出洋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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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往世界之桥
第四章 “下等职业”：无奈的选择
第一节 “跑东洋”
一、“拉车”：流民辐辏
二、“牲畜式”的劳动
三、存乎?废乎?
第二节 流民与乞丐“职业化”问题
一、流民：乞丐之源
二、作为“职业”的乞丐
三、乞丐行帮组织——丐帮
四、难治之“症”
第三节 街角社会
一、“走江湖”
二、次生社会集团——“青插党”
三、娼业昌盛的背后
第四节 兵与匪
一、“当兵吃粮”
二、“破坏有余”——关于对李昭寿的解剖报告
三、“绿林生活”
第五章 世纪之交的直隶：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
——流民问题的个案研究之一
第一节 1900年前的直隶灾荒
一、直隶：灾荒频仍的地区
二、流民遍地
第二节 铁路修筑与社会变迁
一、1895—1900年直隶的铁路修筑
二、社会变迁的伴生现象
第三节 流民的流向与归宿
一、向心流动
二、乞丐与盗匪
三、在教民与拳民之间
第六章 淮北流民问题的几个侧面——流民问题的个案研究之二
第一节 淮北——近代著名的流民输出地
一、“淮北”区域界定
二、著名的流民输出地
第二节 引发淮北流民的因素
一、理论：难以证明的经验
二、从“特征”追寻淮北流民的孕育土壤
三、一种文化现象
第三节 淮北流民的“属性”及其流向
一、淮北流民的“属性”问题
二、“江南行”
三、沉重的历史省思
第七章 “多边互动”
——流民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一节 流民与近代城市社会
一、流民“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
二、流民进城的社会价值
三、流民浪潮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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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病”蔓延
第二节 “逃脱农村”的弊利观
一、“循环流动”的恶效应
二、土地撂荒和“有地无粮”
三、有利可求
第三节 “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流民与社会动乱
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二、农民起义的主体
三、淮北：“土匪王国”之一角
第四节 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为例
一、江南淮北：各具特色的乡土民情
二、各有所尚：衣食住行及其他
三、土客文化：隔阂抗拒冲突
第八章 调节 与控制——调控模式、功能、成效及其时代价值
第一节 “振兴工艺”：清末“再就业”工程的一个侧面
一、鼓起——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
二、目的——“消纳流民”
三、成效——“万室一陶”
第二节 灾害保障：流民问题的调节 器
一、“安辑流民”的保障模式
二、赈灾种种
三、“若要治民先治河”
第三节 移民“调剂”方略
一、移民“调剂”论
二、移民“调剂”方略的实施
三、“调剂”之效
第四节 流民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
一、“重农派”的理论与实践
二、“重工派”的理想
三、“我们可走第三条路”
结语：面对困扰的抉择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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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较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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