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13位ISBN编号：9787301186336

10位ISBN编号：7301186339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永华 主编

页数：5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内容概要

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
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
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
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
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
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
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
；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
味着这些区域和时段才是社会文化史分析的有效研究范围，而是大体反映了目前研究界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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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作者简介

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曾先后获厦门大学历史系学士
、硕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东亚系哲学博士。2010－2011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等刊物发表论
文多篇。合著《福建宗教史》(陈支平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译作有《法国史学革命》(彼得
·伯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马丁·盖尔归来》(娜塔莉．戴维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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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界下村北辰宫内设连江社。建于同知元年（1862）（原址被毁后，此庙和社坛均
迁至东蔡村紫霞堂，内设振江社）。这个七境也形成于乾隆间，至今尚不稳定，上述第三社的迁移即
显示了这一点。沟上七境第五个七境是沟上七境。在这里，我们发现一系列有趣的例证，证实了这个
规则：凡是作为一个单位参与七境的村落，均须同时拥有各自独立的社坛和社庙：（1）前面村有广
仁庙和嘉兴殿，它们各设相同的社——嘉兴社。不过，在村中尚有一座独立的小嘉兴社祠，供奉社公
、社妈和四海龙王，据说，此祠是整个沟上的“祖社”。（2）佑墩村极乐堂、顶墩村广惠堂和下墩
村灵显堂均设集福社。（3）后枯村威显庙、李厝村威显庙、新墩村福海堂和田中央永福堂均设新兴
社。上述所有共用同一社坛，而没有自身独立社坛的村落，均不得与这一七境中更古老的村落平等地
参与七境的仪式。这个地区在明代开始围海造田，在迅速扩展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这个七境。这一
地区其他村落的形成年代也比较迟，却无法建立社坛。比如，新墩村有隆佑堂，蔗车村有威显堂，后
埕村有金山堂。不过，由于这些村落都没有社坛，即使它们都有庙，也不得平等地参与沟上七社的巡
游。江口平原的宗教地域群的演变，可分成四种类型或四个阶段进行分析：（1）共有同一主庙（社
）的几个小村。凫山社就是经典的例证。（2）拥有“自立”社坛和主庙的独立村落：明代在江口形
成的主要村落及某些沟上七境的古村落均属于这一类别。石庭七境和丰美七境似乎朝这个方向转化，
但仍不稳定，未完全成型。（3）第二代村落或新近建立的村落，数庙共设一社坛。沟上七境建于清
代新垦土地之上的村落属于这种类别。（4）第三代村落或再次分支形成的村落有庙无社。沟上七境
沿海岸的某些新村属于这种类别。这种情形意味着，尽管明初的里甲制度已经解体，但每里或图修建
的官方的社，继续为地域社会和文化自组织提供组织框架。社开始从政府神祠转变为地方寺庙系统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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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博雅人文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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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精彩书评

1、梁启超与新史学 梁任公在著名长文《新史学》中批评了中国以往的历史著作“吾国史家，以为天
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并提出“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
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他认识到，历史人物只是时代大背景的缩影，无论是
研究个体还是整体的历史，都要还原到时代文本中加以考察。而这种考察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把握时
代变迁的脉络，而非一事一地、一言一行、一餐一饭的考据。 梁启超在这段话里至少区分了两种历史
的写作方式：“历时”(历史的)与“共时”(结构的)。第一种方式是最常见的，把人物或事件按照时
间顺序梳理清晰，这是一种非常传统而普遍的叙述方式。第二种方式，则是整个时代以平面的方式展
开，通过对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社会结构)的描述，从最大可能还原时代的总体风貌；正是这些包括了
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复杂体系，决定了社会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整体政治—经济结
构；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行动结果，都来自个体主观能动性和当时(共时)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
用。简单来说，历史人物或事件，只是时间在社会表征中，留下的痕迹，而我们“以人物为时代之代
表”所要反映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变迁。于是，我们有了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半个多世纪前写成的《菲
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 从“历时”到“共时” 刘永华先
生新近编成《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21位大陆、港台、日美学者的20篇文
章编入书中五个部分：国家认同、信仰·世界观·地域社会、仪式·政治·社会、历史记忆、感知·
交流·空间·习俗。这些的确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会主动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些内容并不直接体现在
历史文献当中，而是内嵌于大多数散置的材料当中。 比如，篇首“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
认同”一文，就试图从“造像记”当中理解北魏时期民众对国家的认识。从材料而论，“佛像雕讫、
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
，是为造像记”，这样的材料既零散，又缺乏叙事价值，即便是有关造像的艺术史或佛教史研究，都
很少能对此加以利用。而且对国家的认识，从来不会清晰明地以具体形式，写在任何材料之上。然而
，文章的确讨论了当时民众对所谓“国家”这个观念的感受，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传统史学研究中
，几乎没有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主题“国家”。而在此处，作者通过“造像记”中对皇帝、国家、三
宝、本人、祖先、家眷、朋友与众生祈福的记录，得出结论：在当时人们心中，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
的是“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而不是所谓的“豪族共同体”。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且不论内容或
结论是否为读者所接受，但这毕竟作出了两个有益的尝试。第一，在材料的选取上，更多关注以往文
字史之外的内容；第二，在视角上，以共时性取代历时性，力图以平面结构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某
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细节，而不以一人一事为主。由此，我们从题目———“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
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
的形成”———大体上就可以了解，接下去的那几篇文章所要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某些观念是如
何在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扬光大的过程。 从“神仙”到“社会” 这样一种研究的维度——— 将历史
上社会的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视野：著名的“五通神”(亦正亦
邪的捣蛋鬼)是如何随着经济事业的发展，被改造成财富之神的；同样，明清两代江南的城隍，又如何
随着经济的蓬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当地新兴的集镇。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关“神明”的主题也涌
现出来：沿海地区著名的“天后”妈祖，是如何从一个闽台地方性神灵，转变成一位享受国家级祭祀
的神祗？国家扩张背景下，与其驱逐“淫祀”(混乱的祭祀)，不如授予这些“泥塑木雕”的精灵以权
威的头衔，将信仰纳入国家有序的管理。那么我们从这种关于信仰的研究中，得到的信息便不止于信
仰方面。地方神灵的攫升，首先表明国家中心或边界的移动，使得原本位于阃外或边缘位置的地方信
仰，发生了位置上的变化；其次神灵地位的上升，同样反映了国家对神灵身上负载的某些实际功能的
重视。以天后为例，天后“林默娘”在功能上不及同样来自闽台的“陈靖姑”，后者与前者一样有着
保靖水域的功能，但更侧重河道，同时还有保生安胎的技能；然而这些优势，反而削弱了陈靖姑在保
护航海中的作用。随着10世纪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南中国转移，海洋经济的兴起，林默娘“神性”
之下的具体功能得以充分展现，在海洋运输和远洋贸易、明代郑和著名的远航以及清初施琅对台湾的
海战中，天后具有的独特神性都发挥到极致，并获得极大尊崇。当然，这在该文作者的笔下，则表述
为“神明的标准化”，而实际上，反映出来的还是时代的结构性变迁。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获得了一
些全新的视角，那些原先只简单依附于宗教史或地方史，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对象，反而为我们
今天的研究打开了别样洞天。剥开层垒的历史历史中不起眼的细节，为我们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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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与地方社会中里社的变迁；“姑嫂坟”与女性地位的变化；洪桐大槐树与国族想象，成都的茶馆
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这些主题都是以往所不见的，有些或者只能沦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题目，然
而这些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历史事实。 拿“洪桐大槐树”的传说来说，这个“历史悠久”的传说蕴含了
“解手、背手、脚趾甲(复型)、人兽婚、燕王扫北、红虫、箭程划地界”等等丰富主题的传说，成为
汉人移民故事北方类型中最著名的一个。人们提到这个传说，每每都会说起为何把“如厕”称为“解
手”，还要饶有兴趣地观察自己的小脚趾甲是否分瓣，人们追溯自己的起源，无不自豪地宣称“山西
洪桐大槐树底下”。然而，该文的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母题和变型的追溯，提出这一故事出现的轨迹
，其实是晚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出现的，原因是“逐步丧失可以同化一切异族优越感的中国有了亡国灭
种的威胁⋯⋯对于那些地方精英来说，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
，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一个国族的象征”。而这个表面“悠久
”的故事其实是相对晚近的创造，其背后反映的不是故事表达的久远年代，而是一种对清末时期现实
状况的精神捍卫。 不仅故事与传说可以作为真实历史状况的隐喻表达，习俗背后同样也可以发现更深
厚的文化脉络。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对华南地区女性“不落夫家”习俗的分析，便是从当下反思
历史的代表。人们在相对晚近的时代开始关注珠三角地区的“自梳女”或“不落家”现象，来自士大
夫或知识阶层的观点往往从伦理体系或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解释，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学
者。然后经过萧凤霞的层层剥离，我们发现习俗背后是今天珠三角主流“汉”文化的肌理内部的地方
文化特征，“抗婚问题的提出引起人们去问究竟谁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本地居民？” 答案就在那里，
但并非显而易见，不过我们可以从习俗中发现，深藏在“层垒结构”中的历史的“堆积层”，就是这
样层层相积的文化过程，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同时，这也帮助我们在当下的共时结构中，感受到
历时性进程的积淀，而这或许可说是透过“小历史”审视、反思我们今天生活的一条捷径。 ●　张经
纬(人类学者，上海) 版次:GB18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6-12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2ec/854c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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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的笔记-第8页

        第8页表1和第9页表2，在侯旭东自己的书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72页）是并在一起的，
《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选入时拆开了，导致表1的“时间”一栏不见了⋯⋯有点影响理解。
从侯旭东的书里把正确的表截图如下~

2、《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的笔记-第46页

        第二整段第六、七行：
道光五年（1825）又组织编修《皇清经解》，辑集乾嘉以来的汉学著作⋯⋯
应该是清初至乾嘉的著作。这算硬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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