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清代而言是否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在中西大分流的研究中商业制度

分流是不是一个导致中国?未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作者以重庆

的研究出发其所得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以西方

经济学指出的?市场经济?指标衡量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是否恰当中国古

代官府与商业的关是既对立又统一还是完全对立或完全统一商业规模

或商业化的研究是定量还是定性同样是
<

夫的诉讼台湾《淡新档案》

中也有大量
<

夫纠纷的案例这与《巴县档案》中所反映的有何?同等等

问题还需要有更多鲜活个案和更深层次的理论去思考关於清代市场经

济制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继续关注和挖掘的东西期待着作者

未来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嘉惠学林

赵士第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李平亮 《近代政治变革与江西乡村社会变迁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２８０页

近代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的演变受到学界长期关注与讨论李平亮多

年深耕於明清以降江西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著《近代政治变革与江西乡村社

会变迁》从江西地方历史
&

络出发以乡村社会史视角在近代中国社会转

型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政治体制与江西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发展演变探讨

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揭示传统乡村社会向近代转型的
#

在

机制

全书分
!

七章围绕近代国家与乡村关政治变革与士绅转型乡族

组织与现代政治展开论述第一章作者阐述写作本书的基本思路简要勾

勒江西历史地理与文化传统本书以近代政治变革
!

底色围绕士绅与乡村

社会文化传统两大主题按照时间序列从团练与乡村社会权势转移士绅

与乡村社会秩序重建新式社团与士绅权力网络重构士绅与乡村社会文化

延续等角度重构近代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指出乡村社会

文化传统的
#

在延续性与近代政治变革影响的有限性

第二章对时代?大历史?与地域?小历史?进行背景交代本章从家谱

编修神庙管理与会社组织发展三个方面考察清中叶江西乡村社会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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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基本
#

涵与形成机制作者认
!

《墨庄刘氏下重修房谱》反映出从族

谱到房谱的转变是在宗法观念变化商人群体崛起和士绅阶层主导下共同

完成的是清中叶以来江西乡村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清溪万寿
3

的

创建及管理权的演变体现各种社会力量借助万寿
3

进行重组集中反映清

溪社区权力结构演变的历史趋势及时代特徵?会社?成
!

处理社会事务和

文化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既是明末以降政府职能不断下移的结果又与士

绅阶层和宗族等基层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密切相关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及地方团练的组建与体系化集中体现国

家控制权的下移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地方军事化进一步推动社会自治

化第三章在地方军事化背景下探讨团练局的形成及其与士绅宗族和村

落之间的关揭示地方军事化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咸同时期江西

各地团练局的组建是乡村社会与宗族组织
!

应对太平军进行的集体动员

随着团练局成
!

战时乡村社会权力机构其领导权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契合

性
!

宗族发展和权势建构提供新的资源和空间但地方军事化催生的权力

结构团练局随战乱的结束便失去其政治合法性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後重建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成
!

清政府的首要任

务作者在第四章着力探讨士绅与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互动关江西士绅

阶层和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实现由临时性军事领袖向恒久性文化权威的转

变不仅致力於复苏乡村经济还通过恢复教育体系祭祀体系和慈善组

织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使儒家道德价值体系得以
"

化作者指出由於江

西士绅在重建乡村秩序过程中仍遵循儒家道德价值准则对乡村社会的重

组非但
(

有击反而
"

化社会文化传统?
s

此进入清末民国 ?大变

革?时代

清末新政促成各种与?旧传统?相互交织的新式社团应时而生在官

绅民共同作用下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逐渐转型在第五章作者探讨江西士

绅阶层通过组建新式工商组织和城乡自治机构全面参与地方社会各项事

务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此同时自上而下逐级分设且分工明确的

社团组织在士绅宗族等文化传统的联结下实际运作中相互交织构成

立体的权力资源网作者指出清末民初新式社团的出现既是源於国家制

度新政推行又是地方社会各种力量和文化传统结合的
0

物?逐渐成
!

新

的地方权力中心辛亥革命时期地方权力真空积渐所致形成的?民团?

武装逐渐成
!

军政合一的地方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新旧势力重组地方政治

格局呈现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虽然地方士绅与宗族组织借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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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资源一定程度上导致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奏但士绅?
(

有完全

N

离乡村社会文化传统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将其有机结合重新构建自

身社会权力网络促进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
%



在第六章作者以近代江西宗族组织的历史命运
!

讨论核心揭示中国

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
#

在机制与时代特徵无论是组建团练和民团推行

地方自治发展新式社团宗族组织都渗入其中表现出极
"

的能动性和包

容性面对时代变革宗族组织自我调适通过族谱编修政治化宗祠重建

管理社团化?发展宗族新式教育成功完成时代转型民国时期无论是义

图的复兴还是乡村联盟的延续宗族仍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对地方政治
0

生深刻影响义图从?民间机制?到?官方体制?的演变反映乡绅宗族

等社会力量与书吏等各种仲介势力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作者以?中

洲团练局??罗氏宗祠管理委员会??北区和平同盟会?三者
!

例指

出江西乡村联盟呈现出由?团练局?到?同姓联宗?再到?村落联盟?的演

变过程集中体现特定时期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反映晚清军事化以来乡村

社会权势转移的历史趋势

作者在结论章节中从近代乡村社会演变的 ?新 ?体制与 ?旧 ?传统

?团练?到?新政?中士绅转型及其差?化族群组织现代性三个方面进行

总结使全书既有创新价值又有现实关怀回归传统乡村社会历史
&

络

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政治的关?非二元对立而是碰撞对?交

织融合的江西乡族组织的现代性主要表现
!

社团化军事化和行政化

从乡村社会历时
&

络出发士绅阶层的政治优势虽然因制度变革受到挑战

但其适应时代变化既建构新的权力网络又
"

化自身与乡村社会文化传统

的联完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近代政治变革与江西乡村社会变迁》描绘一幅晚清民国政治变革与江

西乡村社会变迁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历史图景问题意识清晰话题聚焦准

确全书历时性地梳理以团练地方自治和议会政治
!

特徵的政治体制转

型赋予变动中的?传统?不同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文化
#

涵在士绅和宗族

推动下通过军事化社团化和政治化与现代政权建设呼应使中国近代社

会转型呈现出?传统中的现代?与?现代性的传统?的表徵新旧杂陈的现

象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
#

在路径和社会机制在受教之馀笔

者认
!

本书仍有一些论述未尽之处可以拓展在第二章对《墨庄刘氏下重

修房谱 》进行分析时或可整理相关的家族世系吊瞃图绘主要人物关

论述会更清晰作者指出?民团……是中国传统社会
#

在运行机制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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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结果?（页２０１）若将民团与团练在制度规定地方实践兵源构

成演化历程等方面进行细举证对比结论会更有
*

服力同时讨论江

西民团多使用《江西民报》材料单一?地方自治的推行将地方自治推

进了一大步?（页２５１）语句不通且表述冗馀

王磊

p

门大学历史系

黎丽明 《从工匠到艺术家２０世纪的中国美术陶瓷从业者 》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２８３页

在一次盻谈中作者曾对我
*

?好的研究者对变化是非常敏感的他

们会紧紧抓住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清晰翔实地把其中各种各样的变动关

与核心的机制呈现出来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倍觉受用?她所提及的

老师就是其博导科大卫教授时隔三年终於有机会拜读她在博士论文基础

上出版的这本专著深感作者用心领会老师的理念融汇贯通於这部心血之

作她所关注的?变化时刻?便是近代中国的?工匠怎样变成艺术家?以

及?艺术家的身份怎样建构而成?（页２２）

受到西方艺术史的
G

发作者意图捕捉的是以下的身份转变在近代化

早期（１５世纪）消费革命的背景下艺术批评与艺术赞助人的支持推动?艺

术家?的身份建构促成欧洲工匠转变
!

艺术家那
J

同样处在近代化早

期的中国在清末民初是否出现工匠转向艺术家的历史过程中国自身独有

的艺术
&

络与西学东渐而来的?美术?和?艺术?等标准将?在中国近代

的历史时空相交汇
0

生怎样的火花?（页１１）想要探索这些问题需?要

找一种同样历史悠久拥有一套源远流长的审美标准同时又在中西文化交

流中长期担任重要角色的艺术品作
!

研究对象?因而?恐怕
(

有什
J

比陶

瓷更
!

合适?（页１１）基於这些考量作者选择聚焦２０世纪以来美术陶瓷

工匠身份转变的建构过程来作答

如果
*

作者的提问是试图以中国经验和西欧历史相比较那
J

其呈现

的答案本身
6

揭示中国
#

部丰富多元的?近代化?构造此辩证的精彩作答

之所以成
!

可能很大程度是因
!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独具匠心地设置一组

对比以作
!

地方民
�

的广东石湾陶塑对比作
!

历代王朝官
�

的景德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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