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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内容概要

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大量卓 有成绩的学者和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常建华编著的 《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现代学术经典精读》是现代 学术经典精读之一，《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现代学 
术经典精读》按照人、 文、事、时的标准，选择了20多篇能够大致反映中国 社会史研究进程的论文或
经典著作(节选)，并以开 放的视角和批判的的思维，对这些选文进行简要介绍 和点评，以望对读者在
提高学术鉴别能力、学术素养 和奠定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帮助。

Page 2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1985年留系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史、社会史。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
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独立著有《宗族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明代宗族研究》、《朝鲜族谱研究》、《乾隆事
典》等书，合作编著多种著作，在海内外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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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目前感觉还是很好，挑了其中几篇看，有收获，等有真正的兴趣之后会再
精读～
2、常建华老师“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参考书目，厚厚一本论文集，看了将近半个月。
3、索引式工具书
4、部分 
5、浏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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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是研一上学期所选修的常建华老师“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课程参考书目，阅读过程中发现
几处错误，兹列如下：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
版P57：《尚书·多土》校正：应为“《尚书·多士》”。P175：纳资所得之官自国三令以下“都是寒
官，纳资的人自然是寒人，而有力缴纳大量米谷的寒人必然是地主。校正：“都是寒官”之前的引号
显然有误。P175：“元起至巴西，⋯⋯军粮乏绝，⋯⋯李膺退，率富人上军资米，俄得三万斛。”这
里所说的富人也应包括地主和商人。校正：“这里所说的富人也应包括地主和商人。”显然是唐长孺
自己说的话，不应该和引用的原始史料放在一起。P353：李桓在嘉庆二十三年（1880）刊行的《国朝
耆献类征》校正：嘉庆二十三年显然不是公元1880年，《国朝耆献类征》也并非在1880年刊行，此处
有史实错误。P358：脚注2最后一行文字“《中国图书评论》，6，（潘阳，2006）”校正：中国没有
名叫“潘阳”的城市，《中国图书评论》出版地为北京。P360：脚注1“但嘉靖癸巳年为十二年，公
元1533年非1533年”校正：联系上下文，应改为“公元1533年非1553年”。P381：第三，尽管政府经常
注入新血轮校正：“血轮”应为“血液”。P394：但我认为她是使西大乘教脱离正统佛教规范步入“
邪教”行列的作俑者校正：“作俑者”应改为“始作俑者”。P394：脚注1“西大乘教建教之初，似不
应列人民间秘密宗教”校正：“列人”应改为“列入”。P399：他们人教，很可能有着卑劣的动机。
但是，对人教的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校正：两处“人教”均应为“入教”。P446：“报至城，合邑欢声
动地，自是诸乡绝千总之矣。”（选自《志》。《纪》中除将“跻”字写为“迹”外，内容相同。）
校正：这句话显然读不通，查作者所使用的史料《纪》，即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资料》第一
辑《寇变纪》，原文为“报至城，合邑欢声动地，自是诸乡绝千总之迹矣”。故而可知，应将P446文
字改为“自是诸乡绝千总之跻矣”。P494：对于经君健（笔名欧阳凡修）把乾隆三十二年清代法典上
出现的“农民佃户”所雇请的农业长工，包括在明清法典上的“雇工人”等级之内，并最终得出不能
把这看成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自由劳动者的结论。对此，罗仑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校正：前后
使用“对于”和“对此”，造成语病。P531：参见拙作：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校正：“从
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应为“《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P583：先后出版了《中
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校正：书名掉了一个“中”字，应为“《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P584：张仲礼著，李昌荣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
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校正：书名掉了一个“中”字，应为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胡耀201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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