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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副標題為「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可見是一部較總體性的社會

環境史專著，在對疾病的深入分析方面也有篳路之功。書中使用了大量地方

防疫站、檔案館、衛生處的記錄材料和調查報告，珍貴而獨特的材料也顯示

了作者的辛勞與調查實踐。在疾病史的問題討論上，儘管對中醫文獻的運用

和解釋可能會有觝牾，如「大頭天行」、「疙瘩」與「親戚不相訪問」等

等，但書中還是充滿了對文獻中疫病同名和不同名記錄的辨析和推敲。而在

作者熟稔的專長領域，區域地貌、生態的敘述和分析更是一種很努力地展示

疾病從動物到人的影響過程，這也更加賦予讀者繼續深入探尋瘟疫史、疾病

史、環境史與社會史之間交集的動力，繼續追尋諸如病理與症狀的對應性、

疾病載體和傳播機制、環境與社會變遷的相關性等問題，這些都是本書的開

拓和留給讀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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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473頁。

區域社會史研究是當前學者對於深化社會史研究的共識和努力的方向，

是實現理論本土化的一條重要路徑。《走向田野與社會》是作者10年來實踐

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學術結晶。在著作中，作者着重於對近代以來影響山西社

會歷史發展的水利、集體化和晉商等專題的實證研究，並將區域社會史研究

的理論和方法貫穿其中，理論與實證、文獻與田野、發現資料與闡釋歷史相

互結合，從而實現了歷史研究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社會史向區域社會史研

究的轉向。作者用「走向田野與社會」來概括史料、研究內容、理論方法三

位一體的區域社會史研究（頁7）。

開篇，作者以〈自序：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對自身的學術經歷進行

了一個回顧與檢討。作者坦言，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的學術探索

離不開中國社會史發展的大背景，自己的學術探索經歷了社會史、區域社

會史、人口資源環境史、集體化時代社會研究等幾個階段，簡言之，就是從

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從《中國近代社會史》、《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

《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近代山西社會研究》直到今日的《走向田野

與社會》，是作者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親身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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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史發展的路程軌跡（頁1-2）。

在論集中，作者分別從理論反思、水利社會、集體化時代、紳商與地方

社會、發現歷史等5個主題23篇論文，對明清以來山西社會所產生的深刻變化

作出觀察與思考。

第一部分，作者對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的發展脈絡詳細梳理，並對社會

史、區域社會史研究做出理論反思與方法討論。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發展經歷

了「本土化」的歷程，在研究方法上體現出跨學科的鮮明特色，並需要「優

先與人類學對話」。針對目前社會史研究的不足，作者重提整體觀、長時段與

現實感。追求整體觀需要通過重提政治史、避免瑣碎化的路徑來實現。重提

政治史，並不是要回歸到原來的政治史研究框架，而是要增強從社會史角度

重新審視政治史、制度史的學術主動性和敏銳感，注意考察社會史的政治語

境；堅持「長時段」和「現實感」，需要打通近現代史的分析框架，將中國社

會史研究下延至集體化時代，注重現代社會史的研究（頁28）。當前的區域社

會史研究熱潮是社會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結果，為了避免瑣碎化的危險，必須加

強區域間的比較研究、重視區域歷史的分期和加強對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頁

44-48）。隨着社會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田野歷史學家」的工作越顯重要，

作者強調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田野調查工作，就是強調田野調查對於擴充社會

史、區域社會史研究資料和加深對歷史感悟與理解能力的重要意義。

區域社會史研究強調把握區域特性，「水」是至關山西歷史發展的主

線，並因此而形成「水利社會」。第二部分主要集中於對「水利社會」的

研究。社會史研究以人口問題為起點，作者在國內較早出版了近代人口史研

究的專著，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積累了人口、資源、環境之間互動的問題意

識，並最早宣導從社會史角度開展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史的研究。明清時

期的山西人口稠密而水資源嚴重不足，生態和社會的平衡被逐漸打破。各流

域村莊常常因爭水而發生械鬥事件，這時的「水」不僅至關個人的生存，而

且是整合流域村莊的家庭、鄰里、村際關係、地域聯盟的紐帶，也是影響當

地各種社會關係衝突與分化的重要因素。民眾通過利用傳說、民間故事和形

塑水神來爭奪水權，地方水利管理的組織、制度和用水秩序的形成，即受到

非正式的民間規約、慣習等因素的影響，也有正式的官方權力的介入。村莊

作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公共團體，是國家與社會的關聯體。作者通過國家

權威、地方權力的分配與實踐、信仰與傳說的民間文化、生態環境、天然資

源、自然災害等要素，在歷史過程與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構中對「水利」社

會作出「整體性」把握。從「治水社會」到「水利社會」，凸顯的是研究視



書評　　291

角的轉換和研究程度的加深。

山西的集體化時代也頗有特點，從抗日戰爭時期李順達的第一個互助組

到「農業學大寨」，可謂一路風光，家喻戶曉，是全國的典型，也是研究集

體化時代中國農村的資料庫（頁32）。第三部分的主要內容是對集體化時代

的探討，作者選取了西溝、張莊、剪子灣三個較為典型的村莊為研究對象，

自下而上地建構集體化時代的中國社會。社會史研究不是撇開政治，也不是

棄重大歷史事件於不顧，而是要把這些與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件聯繫起來，

與具體的「社會」發生聯繫，作者強調注意考察社會史的政治語境，尤其是

對集體化時代的研究。文章看似集中於對國家政治權力在地方實踐邏輯的探

討，但實際上展示出的是普通民眾在集體化時代中的多維生存圖景。作者將

民眾在「集體化」影響之下的經濟發展、心理與行為邏輯、複雜多變的社會

關係以及國家制度在地方的微觀實踐充分地展現出來，並將集體化時代本身

看成是「一個多種行為主體和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頁171），這一時期鄉

村中充滿政治色彩的日常生活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因政治語境的變化而變化，

同時村落固有的傳統文化和關係網絡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頁240）。從此種區

域社會史研究中，我們看到了鄉村社會的複雜性與多面相，也看到了鄉村背

後是以何種面貌呈現的「國家」。

明清時期的晉商馳騁中外，號稱「海內最富」，對地方社會的歷史發展

必然產生重大影響，作者在第四部分的討論主題是紳商與地方社會。晉中商

人的崛起，不僅是明朝國家「開中制」創造的契機，也由山西晉中特殊的地

理位置而促成，這是論者集中討論的兩種因素。作者認為除此而外，人口、

資源、環境長期互動之下自然和社會生態失衡造成了生存壓力，促使更多的

人從事商業，也是晉中商幫形成的重要因素。明清時期山西商業高度發達，

但商會的創立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這是因為不平衡的商品經濟發展、封

建行會勢力的強大束縛了晉商觀念的轉變，推遲了山西商會的創立，但其仍

然在促進民族資產階級成長、組織協調地方商業活動、參與地方政治、教育

公益事業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作者還突破了以往晉商研究中「就商言商」

的局限性，從社會史角度對晉商與地方政治、經濟組織與經濟活動、社會生

活、秧歌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互動進行了探討。這樣，將各項相關要素納入晉

商活動的主題之下，使得晉商和晉中地方社會的面貌更加豐滿地呈現在讀者

面前，也使許多問題得到更為深入的解釋。

第五部分作者注重對新資料的發掘與解讀。走向田野與社會，可以搜集到

各種不同種類的地方民間文獻。社會史的復興，使以往不登學術研究大雅之堂



292　　書評

的詩歌日記、碑刻族譜、報紙廣告、手札、回憶錄、契約賬簿等愈益得到研究

者的青睞與重視。作者通過對晉察冀畫報的解讀展現出抗日根據地「戰爭、革

命、生活」的激烈碰撞；運用竹枝詞描繪出山西民眾的生產生活、歲時節令和

婚喪嫁娶的民俗、煙禍、賭博和溺女流弊的民風等的民生百態相；從清末民初

農村一個普通商號的帳冊中揭示出其經營脈絡、過程及其背後反映的地域經濟

生活；通過對村莊基層檔案的梳理挖掘出其中所包含的經濟活動、政治運動、

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際關係、社會救助、人口家庭等各方面的內容；展

現了雖是一位普通鄉紳，但已經成為社會史研究注意的熱門人物劉大鵬的三種

遺作，並從其個人的心態、思想觀念、歷史命運來透視新舊交替時代下社會結

構、社會生活、西學教育、新政事業等的社會變遷。作者在史料的搜集與運用

上是自覺的，這些研究展現了什麼可以作為研究區域社會史的史料，我們從中

也可以看到作者運用和解讀這些史料的方法。

走向田野與社會，也可以更好地解讀文獻。田野工作能激發靈感，萌生

新的問題意識。有學者認為做田野工作必須帶着強烈的問題意識進入，否則

就像一隻無頭蒼蠅。但作者的體會是，問題意識有時是預設的，有時卻是在

田野工作中偶然萌發出來的，甚至一次與鄉老的談話，一塊荒草中的碑刻都

能偶然激發問題意識，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靈感，只有置身於鄉土的場

景中才能體悟到（頁24）。走向田野與社會，不僅僅只是資料範圍的擴大和

搜集資料方法的改變，研究者對歷史的解讀方式發生了改變，對歷史認識的

方法、研究的方法也發生了改變，這樣就可以深化對歷史的理解，甚至改變

以往的研究結論。

總之，作者以田野調查為起點，將第一手的地方民間文獻與田野感悟相

結合，將歷史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相互結合，並從社會學、民

俗學等學科中汲取研究方法和有用的問題，從具有時空特徵的具體情境出

發，從水利社會、晉商和集體化時代的村莊把握山西的歷史發展脈絡，在討

論中兼顧環境、經濟、政治、文化、人口等的橫向因素以及國家、紳商、普

通民眾等的縱向因素在地域社會的交錯互動，以此來把握區域社會的運行脈

絡與機制。在田野調查中收集史料和解讀史料，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煉區

域語境中的本土化理論和研究方法是該論著的突出特點，不僅在現實意義上

促進了山西區域社會發展問題與歷史關係的探討，而且從學術意義上豐富了

區域社會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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