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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史话》

内容概要

会馆是明清以来流寓客地的同籍人以乡土为纽带而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对家族组织的超越和
对社会变迁的适应与创造，具有整合流动人口的功能。它既传承着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内涵上亦不乏
创新，彰显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的智慧，至今仍具借鉴意义。本书通过广泛搜求海内外现存的会馆志
、征信录、笔记手札、地方志书、档案等资料，对会馆进行了全方位地描述，图文并茂，具有历史深
度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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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那么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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