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人物的真实生活!从冰冷繁杂的档案中还原最鲜活的历史场景$对於这

一研究路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们期待作者的後续成果$

杜翼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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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角度探讨清代民国宾兴会的历史!一般都绕不开杨联皗

/$%$&[$%%# 0$%G$年
(

清华校长梅贻琦 /$((%[$%G" 0祝寿所作的 +科举时

代的赴考旅费问题,/-清华学报.!第"卷!第"期3$%G$年G月4!页$$G[

$H# 0$在这份开拓性的研究中!杨联皗讨论唐宋以至清代赴考士子筹措旅

费的各种方式!宾兴会助学即其中之一$他不仅深刻揭示(宾兴)由(官绅

士民公建)%具有(人民自治)的特质!还敏
]

地点明未来两种可供继续开

拓的研究方向"一是从(社会经济史方面)讨论基金观念%发商生息举动%

绅商士民自治等!二是从 (史地关 )讨论地域人文与义举互
(

因果的关

$可以
&

!杨联皗已经注意到!要进一步揭示宾兴助学的机制!必须将之

联到资金的运转%人的活动以及
-

生的具体地域社会背景$循此
V

络!读

者不难看到!不管研究者自身是否意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这项议题的

研究!实际上都
)

有超越前述杨联皗提示的思路$问题在於!如何推进资

料!积累史实!揭示宾兴助学发生%发展机制!在深度和广度上回应杨联皗

的洞见$目前
(

止!杨品优的新著-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

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以下简称(杨著)0可能是把上述两个

方向结合得最
(

密切的成果!从而提供这个研究领域最有深度的认识$

除绪论%结语外!杨著共分五章$全书的撰写架构以时间
(

轴瞃!依序

讨论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地区宾兴会兴起%发展%转变和消亡的过程$作者

开宗明义指出!对这一科举会社发展演变历史的分析!着眼点是(晚清以来

国家与社会关 )!目的是揭示 (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 )的
$

在机制

/页H 0$他批评以往的研究 (未能关注宾兴会兴起的制度与社会背景 )!

(

)

有从嘉道以来王朝国家的大历史看宾兴会 )!因此是 (孤立的%独立

的%个案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无法再现那个大的历史与时代)/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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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著第一章以(清嘉庆%道光朝江西宾兴会的兴起)

(

题!主要探讨两

个问题"江西宾兴会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及
$

部运作方式$过去杨联皗综括宾

兴等义举组织(往往起於一个较长的朝代的中叶或以後)!认
(

其中主要的

因素! (可能是朝代之兴!大抵先有个军事时期!此後要相当时期的休养生

息!社会中的人!才能行有馀力 )!指出 (帝国
$

若干区域!经过长期安

定!经济发展$地方首长!绅士商民!有机会发挥他们的组织能力$团体福

利同互助性质的社会组织!因而兴起)/杨联陛! +科学时代的赴考旅费问

题,!页$H# 0$杨著在此宏观解释之外!进一步分析清代宾兴会兴起的制

度和社会环境!表明进入嘉庆朝以後!原先雍乾时期对书院%结社政策开始

弛!政府和宗族组织不足以支援日益庞大的士子赴考旅费!以及朝廷在白

莲教乱後大力提倡崇祀文昌神!都直接影响宾兴会遍?江西乃至全国!至道

光末年!江西宾兴会已处处林立!发展成
(

当地最重要的科举会社组织$通

过回顾江西宾兴会组建的历史!各地宾兴会的层次和种类!杨著浓墨描述宾

兴会的经营运作架构!涉及宾兴资
-

的来源和经营管理%建筑的形制%宾兴

活动中乡绅的角色以及助考的效果等!基本勾勒出清代江西宾兴会的概貌$

从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分
*

抓住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动乱%清末民初

废除科举%民国地方自治及州县财政体制重建三个关键节点!讨论晚清至民

国时期宾兴会面对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转变而发生的种种调适$

作者的研究表明!由於太平天国战
>

的击!江西宾兴会
+

处逢生!其

资
-

经费或用於捐输!请
"

学额!或被官府挪用!或因典商歇业而出现分

化%重组甚至瓦解$然而!由於战後学额的增广和大量团练馀资存在!也催

生出另一批宾兴会$最引人瞩目的是!战後江西宾兴会大多改称(宾兴局)!

他们手握巨额地方资
-

!由地方头面人物把控!逐步由助考组织演变成
(

地

方权力机构$从作者详细分析的几个地区!如南安府南康县%瑞州府上高

县%临江府清江县!均可看出!宾兴局直接的地方事务远远超出助学%助考

范畴!俨然成
(

政府派出机构!作者称之
(

(一种准政府组织)/页$H% 0$

在这眧!作者的讨论深受孔飞力UDB./.S ]3,@B6V有关晚清地方军事化研究的

影响!後者阐述(传统国家的崩溃)之要点!即在於地方权力如何旁落到各

地名流士绅之手$显然!江西宾兴会的转变也清晰反映这样一种趋势$

清末民初科举废除!教育和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原来以助学%助考

(

主要功能的宾兴会随之发生变化$杨著运用各种案例指出!有些宾兴会改

称劝学所!有些直接改
(

新式学堂$在创办新式学堂过程中!少数宾兴资
-

被学务总会%教育局等机构接收而消亡!大部份宾兴会则继续资助新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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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学生/包括留洋的学生0!原来的(花红)% (捐资)% (程仪)等

名目的
"

赏改
(

(津贴)$

对於宾兴会在晚清民国地方自治和州县财政体制重建中的角色!杨著亦

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以吉安省西坊廓公所%万载客籍东洲公局
(

例!结

合对地方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讨论两地宾兴会如何
%

化地方精英的传统政

治作用!直接参与地方自治$作者指出!无论是吉安省西坊廓公所!抑或万

载客籍东洲公局!两个地域组织的基础都是道光年间当地的宾兴会$两地士

民都必须首先认捐宾兴%义仓等方能参与到地方政治圈子$虽然科举考试早

已废除!但宾兴会的组织形式%运作理念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支配
,

延续到"#

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科举会社?主导地位的区域社会的历史)!作者认

(

! (表明了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自主性%多元性和多种可能性!

(

我们重

新认识民国地方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页$%" 0$杨著进一步分

析!作
(

地方自治政策的一部份!随着地方财政体制的重建!宾兴等地方公

-

也成
(

(建立现代地方财政的资
-

来源 )/页$%H 0$以南康县宾兴局
(

例!这个当地最大的公
-

机构在咸同时期就承担许多地方事务!宾兴事务分

(

宾兴和当铺!是县有财
-

的主体部份!民国元年/$%$" 0後直接改
(

地方

财政局$而清江宾兴局%寻乌宾兴局的例子则表明!相当大一部份地方公
-

成
(

政府%军队任意索取挪用的对象!许多宾兴公
-

因此消失殆尽!划上历

史句号$

杨著的论述!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集和实地调查基础之上$全书依

据的文献资料!以地方宾兴资料%地方志书%档案%文史资料%报刊资料和

个人著述
(

主!其中对江西宾兴志%宾兴
B

%试馆志和书院志等了解宾兴会

核心文献的整理可谓穷尽搜罗!因此才有可能在前辈时贤的大量研究成果上

面对宾兴助学发生发展的机制做出更有深度%也更贴近历史事实的分析$在

问题意识上!作者亦不囿於一时一地%一事一物的讨论!始终围绕如何透过

宾兴会组织的演变!去观察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大转变!故能绕开一般社

会史研究者常见的(自
&

自话)% (画地
(

牢)的陷阱!得以由细微处见其

深%见其远%且见人所未见处$此
(

杨著予以读者最
(%

烈的观感和
;

发$

综合来
&

!杨著仍值得商榷之处至少有三"

第一!结构?局尚可完善$如前所述!杨著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五

章!以时间
(

瞃讨论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宾兴会的演变$与其他章节相比!

第三章讨论废除科举後宾兴会的适应与转变及第五章分析宾兴局等地方共
-

参与地方财政体制的
$

容篇幅较少!

$

容单薄$如此?局!部份是由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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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文献资料匮乏!非作者才力不及!部份也是由於作者过分执着於要把

宾兴会的演变置於我们熟知的(太平天国)% (清末新政)% (科举停废)%

(地方自治)等(大历史)中$避免章节间轻重不均之嫌!可能需要回到宾

兴会自身的(小历史)$由作者的研究可知!实际上其演变不外乎经历两个

阶段" (兴起)与(转型)$後者自然又包括上述数次(大历史)转折中其

功能%地位和去向的种种变化$

第二!背景分析稍嫌薄弱$这眧的(背景)!包括作者
%

调的大的国家

历史背景和孕育宾兴会的区域社会背景$和其他宾兴研究者一样!作者均注

意到(杨联皗是最早关注清代宾兴类助学组织的学者 )/页"#( 0!?试图

批评杨联皗对宾兴组织兴起原因的解释失於鸟瞰泛论$姑且不论鸟瞰综括恰

是杨文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杨著把宾兴会兴起的原因主要归结於嘉庆时期的

(王朝气象)!甚至联到更
(

久远的明代中期一条鞭法改革後的社会转

型!而疏於分析杨联皗提示的地域人文背景!实际上不小心也掉入(泛论)

的陷阱$近年来学术界掀起重新评估嘉庆朝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趋势!相关讨

论反对把嘉庆朝视
(

缺乏(存在感)的时代!认
(

这一时期
$

政外交的改革

均有重大变化$相关研究以 4)0#567#'.)*2".() 第H" 卷第 " 期 /"#$$年$$

月0专号的相关文章以及王文生的K".0#4%0&-X#[#*-)(1 /%&0" 2".() 9.')0#-?

2'.-.-)(1 X#+%'6 .( 0"#W.(H I67.'#4A,.1'#?-+D>,));T,'",'? G3#"+')#%H

B'+))D"#$&9

(

代表$如作者所言!宾兴会兴起於这个转折时期
+

非偶然!然

则相关的改革如何在江西这个特定场域展开'当旷日持久%耗费朝廷最大精

力的
$

陆白莲教乱和沿海华南海
0

问题发生之际!江西又在经历什
6

'笔者

相信作者也完全意识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牵涉议题千丝万缕!虽然

作者努力勾勒宾兴会如何参与其中!但案例奇少!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进

程也未尽阐明$就全书主旨而言!这或许多少也会影响我们对开篇提出揭示

(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认可$

第三!比较研究有待加
%

$江西地区是宾兴会组织最
(

盛行的区域之

一!相关研究较多$全书以南康县宾兴局%清江宾兴局%寻乌宾兴局%吉安

省西坊廓公所%万载客籍东洲公局等较少前人关注的丰富案例揭示宾兴会组

织的运作机制!贡献颇多!若能更多地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或许

亦有助於勾勒出更
(

完整的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

陈贤波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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