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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陆学界已较为普遍地将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称为中国现当

代史。笔者将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９年间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支领域。为叙述方便，尊重《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自身划定的时间断限，仍称该著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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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

———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札记

李俊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以婚姻·家庭·妇女·性

伦·娱乐为中心》一书，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探索，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也反

映了该领域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其实证研究部分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缺少别致的

好故事；二是在范式上缺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识，仍未自觉走出现代化与革命史范式的影响；
三是学术史回顾的功课有待深入。该书的理论探索富有前瞻性，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当前的

瓶颈确有启发意义。沿着该书的理论思考方向，将“日常生活”建构为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历史诠释

体系，或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可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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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讨论热度逐渐上升，
与西方的新 文 化 史 交 相 辉 映，引 起 了 学 界 的 瞩 目。

以２０１０年《光明日报》刊出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

究的又一新路径》［１］一文为标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

化史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上取得了引人关注的原

创性成果，渐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道

新风景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付梓的梁景和

等人 合 著《现 代 中 国 社 会 文 化 嬗 变 研 究（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

心》一书（经作者同意，本文题目省去该书名的副标

题。下文简称“《嬗变》”），是第一部以“现代中国社

会文化”为考察对象的宏观性研究著作，在一定程度

上展示了学界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间 中 国 社 会 生 活

的最新收获。
《嬗变》为梁景和先生所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

嬗变研究》（下文称之为“《陋俗》”）的姊妹篇，意在社

会文化史理论的视阈下观察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演

变历程。该书共有七卷，即首论卷、婚姻卷、家庭卷、

妇女卷、性伦卷、娱乐卷与结论卷。其中首论卷是社

会文化史的理论思考部分，此卷与结论卷由梁景和

先生执笔；婚姻卷、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

为实证研究部分，分别由五位青年学者撰写。通读

该书之后，深感《嬗变》实证研究部分的作者们从各

自的切入点初步勾勒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图景

的轮廓，也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当前社会文化史研究

遭遇的瓶颈问题。理论探索部分则有长有短，不乏

可圈可点之处。从叙事、范式、学术史回顾、理论思

考与未来的可能性走向等层面讨论这样一部著作，

或会 引 起 学 界 对 社 会 文 化 史 研 究 的 更 多 关 注 与

思考。

一、叙事缺憾：未讲出别致的好故事

历史研究，始于讲故事。社会文化史的 特 色 之

一，即讲一个不同于“现代化”与“革命史”的宏大叙

事的好故事。《嬗变》一书的讨论初衷，是在社会文

化史理论的视阈下通过五个专题观察现代中国社会

生活的变迁。也就是说，这是一部以社会文化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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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著作，而社会生活侧

重于大众的生活故事。似乎由此可以预期，《嬗变》
会讲一个或几个基于大众立场的接地气的好故事。
但读过全书，这一预期着实落了空。

《嬗变》几乎不讲故事，其历史叙事带有明显的

社会科学化的色彩。该书实证部分的婚姻、家庭等

五卷在叙事上重在先设立分析框架，然后在框架下

添加以史料排比为特色的事例作为证据。这颇有以

论带史的意味，看不出时间维度的变化，或者说缺少

历史学叙事的时间感。
“婚姻卷”作者刻意回避传统史学的叙事。该卷

没有叙事，只有材料的分类排比与统计表格的简单

说明，倒像是一份社会学调查报告。这样的叙事既

不是以“问题导向”为主的分析史学，也不是以重建

历史动态场景见长的叙事史学①。作者对此的解释

是该卷“在研究方法上尝试突破叙述史的窠臼，在一

些章节里，借鉴人口学、计量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

理论与方法，对资料进行一定的综合与辨析（资料辨

析尤其要对民国时的相关社会调查数据保持一种警

醒），从而对嬗变进行概观式研究”［２］２８－２９。“婚姻卷”
作者借鉴计量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大量使用统

计数字，意在对当时中国的婚姻状况作定量分析，克
服过去只重定性分析而不重定量分析的局限。从概

论现代中国婚姻状况而言，只讲几个故事，缺少了数

字统计与分析说明，实难给人确切而深刻的整体性

印象。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当有益处，关键是如何借鉴，若是锦上添

花自然是好，若是邯郸学步则不免自毁长城。“婚姻

卷”似不幸成为后者的一个注脚。
在“婚姻卷”中，作者讨论“新式恋爱观”，将其变

迁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但并未说明变迁的脉络，
也未说明二者之间互动的场景。讨论“婚姻的理想

与设计”，城 市 中“性 别 比 与 婚 嫁 状 况”与“离 婚 风

潮”，农村中的“不平衡的性别比”与“婚龄的研究”等
内容时，作者大量使用当时的社会调查与统计数据，
以此为基础粗线条地勾勒出当时城乡婚姻的状况及

其变迁。对当时婚姻状况的定量研究并非不重要，
但因为史料的缺憾，治史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其作

出完整、准确的统计。其实，治史者在尽可能客观呈

现当时的婚姻状况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具有启发

性的历史智慧。没有“求智”的“求真”难免沦为史料

长编或地方志式的简单记录。就“婚姻卷”而言，其

中不见有血有肉的人物，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

节，只有一堆统计表和归纳的所谓“特征”，结果我们

所期待看到 的 婚 恋 观 嬗 变 的 复 杂 与 微 妙 之 处 无 从

寻获。
严格说来，这种对婚恋观现代性变迁特征的归

纳无所谓思想创造的贡献。用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

能构想出来的归纳方式，将现代中国婚恋文化的丰

富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结果既没

有讲一个别致的好故事，也没有揭示出具有现实关

怀意义的问题。时贤严肃地指出：“近人治史，好用

归纳或与附 会 式 比 较，所 论 看 似 有 理，其 实 相 当 危

险”，“治史不宜归纳，本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

高难问题”［３］９０。
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需要在叙事中揭示人

的内心 世 界。有 贡 献 的 做 法 不 是 去 归 纳 所 谓“特

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婚姻中的政治、
社会、文化、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不仅需要多

了解留在纸媒上可以公开言说的基本的行事方式，
更需要多了解那些没有留下文字又不便于公开言说

的生活“潜规则”和内心世界。这样，我们对现代中

国婚姻及其观念的互动就会多一分“同情之了解”。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需要“回到历史现场”，
倾听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声音，留存他们对当时历史

的个人记忆。在他们个人的声音、记忆与文本中，婚
姻文化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其实，学界在寻找

民国时期大众婚恋的“声音”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

工作，史料方面有李小江主编的口述史料《让女人自

己说话》以及众多的近代人物日记等；论文方面有王

东杰对民国时期成都女校学生日记中的情感世界的

解读等。即使是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

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这样的人类学著作对理解近

代华北农村婚姻都多有裨益。“婚姻卷”实在不缺乏

进行精彩叙事的地方，但由于作者的有意回避，结果

过滤掉了历史细节中的微妙与鲜活。其呈现给读者

的只是被切割过的毫无生气的历史标本。
《嬗变》实证研究的其他四卷在叙事上与“婚姻

卷”几乎如出一辙。比如“娱乐卷”的历史书写更像

是一篇以公共娱乐为对象的社会学考察报告。在该

卷作者的笔下，城市娱乐中的民众作为一个模糊的

整体存在，缺少有血有肉的个体人物的感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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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考马敏：《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评述》，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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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精神。
《嬗变》实证研究的叙事，不只是缺少对个体人

物的凸显，还缺少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节点的

把握。节点即历史“拐弯”的地方，恰是在此处才能

看到历史长河的大动态。前贤对历史“拐弯”处之重

要性颇为重视，蒙文通先生借孟子“观水有术，必观

其澜”之言，说“观 史 亦 然，须 从 波 澜 壮 阔 处 着 眼”，
“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

个大概”［４］１。由 于 过 分 依 赖 社 会 科 学 化 的 解 释 框

架，《嬗变》实证研究部分的作者们在此框架中难以

呈现现代 中 国 社 会 文 化 嬗 变“拐 弯”处 的 波 澜 与 风

光。尽管个别专题的作者注意到追溯１９１９年之前

的相关历史，但从整体上，作者们没有多留意作为该

书时间断限的１９１９年与１９４９年如何成为现代中国

社会文化的“拐弯”处，也没有多看一眼作为《嬗变》
叙事“尾声”的１９４９年之后几年中的社会文化。不

说清这两个预设的“拐弯”处，也就不容易勾勒现代

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来龙去脉。没有前后的比照，
也就不容易揭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特点。

其实，像《嬗 变》这 样 的 著 作 要 进 行“社 会 文 化

史”的叙事，并非易事。一则在于史料的琐碎。社会

生活的史料宛若大海的水滴，其量虽大，其形不明。
若非遭遇特殊的事件，中国常态的社会生活是在个

人、家庭与群体的不同层次上，按照各自的周期与节

律，既反复呈现一种类似的状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

新陈代谢。这样的社会生活是以个人与家庭为基本

单位的多元重叠的社会网络，其虽与政治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但毕竟不像政治那样具有鲜明的宏大主

题。在此情况下，《嬗变》实证部分的作者们想要据

此建构一个不同于“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的别致

的叙事，确实困难。不过，局部或个案的凸显人物的

叙事总还是应该进行而且能够进行的。研究者不妨

借鉴朱鸿 召 著《延 安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历 史》的 叙 事 手

法，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件透视政治的大主题，将社

会的小历史与政治的大历史有机结合起来。
二则在于《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尚未充分熟

悉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全局。以“婚姻卷”而言，现

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是个大题目，初涉此领域的学

者很难用三四万字将其说清楚。大题需要大做，像

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陈旭麓著《近
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如此。他们依靠深厚

的积累与广博的学识，才能将大题目做出应有的深

度与广度。因此，对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青年学者

来说，不适合大题小做，以免出现跑马圈地却未留下

足迹的遗憾。

无论如何，不能讲一个别致的好故事，就很难支

撑一个独特的透视历史的视角。《屠猫记》等西方新

文化史著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讲一个好故事。有

学者指出，大陆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不是像过往新史

学强调历史意义、经验和教训，不再以借鉴、资治、教
化作为历史学的使命”，而是试图“讲述一个好的故

事，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人讲述的全新故事”①。在此

基础上，注重讲一个好问题，讲一个好道理。也就是

说，讲一个好故事，应该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强项，

因为其研究更侧重于等级社会中的底层民众文化，

在研究对象与观察视角上相对更贴近民众，更贴近

生活，也更接地气。

讲一个别致的好故事，是历史研究“求美”的内

在要求。今天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学者自然熟

悉王笛对近代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其所著《街头

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 政 治，１８７０—

１９３０》一书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徐徐展开的有

关老成都 的 历 史 画 卷”②。从 中 可 见 历 史 叙 事 的 图

画感与音乐感。阅读时，读者仿佛置身成都街巷的

茶馆中，与当地的茶客一起呼吸着天府之国的清新

空气，观看着习以为常的街头风景。这才是历史叙

事的场景之美。马敏先生评论该书说，茶馆的叙事

不同于后现代史学的叙事，也不同于史景迁的文学

式历史叙事，而是接近后期年鉴派史家从结构史学

转向叙事史学时的转型期风格。尽管我们的社会文

化史研究不一定像王笛那样进行生动的叙事，但至

少应当具有呈现历史学之美的意识。

历史叙事的求真与求美，不可偏废。这 是 史 学

兼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质所决定的。作为艺术的

历史不仅要在洞察与见解上展现智慧的高明，还要

在表达形式与风格上呈现艺术的魅力。时贤对此论

称：“史学之真与美苟能璧合，其效用应不止于史家

孤芳自赏，或供读史者遥想古人古事，历史知识必有

其用。”［５］１８５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梁景和先生在《嬗

变》一书中对历史学是艺术的认识———“说它是艺术

不仅仅是说它可以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现历史，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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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式提供素材，更在于研究者提供的历史研究成

果能给接受者以艺术的感染和享受。……我们不要

求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要呈现艺术的魅力，这既不现

实也不可能，但对历史研究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并要

试着践行”［２］２４。由此而言，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

果应该是求真、求智与求美的三位一体的结晶。
二、范式：实证研究的困境

社会生活，是历史研究的深处，也是社会文化史

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兴起的近

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侧重于城市生活、风俗习惯、
公共空间、性别意识等专题，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

果，但仍有十分广阔的拓展空间。《嬗变》一书继承

了《陋俗》一书的体例，以宏阔的视野对其内容“接着

讲”，分别探讨了现代中国的婚姻、家庭、妇女、性伦

与娱乐。这五个专题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尤其是性伦（即两

性伦理）问题，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
作为一部著作，《嬗变》实证部分侧重于以五个

专题代表的五条线索，从面上初步勾勒现代中国社

会文化嬗变的历史场景。不过，这五个专题的作者

们似乎缺少充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意识，其在讨

论中较少注意社会生活及其文化观念的互动问题，
而这一点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
以婚姻卷而言，该卷从青年知识分子婚恋观的变迁、
城市婚姻的变革、农村婚姻的嬗替等层面展示了现

代中国婚姻及婚姻文化的进程，尤其注意从性别比

例、婚龄结构、经济动机、文化观念等方面考察婚姻

变革的复杂境况。该卷作者意识到，现代婚姻文化

的嬗变是其“与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相互作用的

结果”，“必须以一种社会整体史观对嬗变的背景、内
容、趋势 以 及 影 响 加 以 总 体 考 察”［２］９５。因 此，作 者

有意借鉴社会学与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当时

的婚姻现象。这一思路完全符合社会文化史以社会

的视角观察文化现象或以文化的角度观察社会生活

现象的研究理路。不过，作者过于依赖社会学与人

口学的理论，将功夫下在概论现代中国婚姻与婚姻

文化嬗变的特征上，以致于忽略了婚恋生活与文化

观念的互动，未能呈现出互动过程中的精彩细节与

微妙场景。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也都不

同程度地 存 在 着“社 会 文 化 史”研 究 意 识 不 足 的 问

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与

文化观念的互动。像“家庭卷”的作者既注意运用社

会学的理论建构讨论现代中国家庭嬗变的框架，也

注意思考当时家庭与社会的互动，家庭文化与社会

文化的互动。
应当说，“社会文化史”虽未必成为一种历史研

究范式，但 一 定 是 一 个 独 特 的 历 史 观 察 视 角。《嬗

变》实证部分的作者们因为种种情况未能充分确立

“社会文化 史”的 研 究 意 识，恐 在 于 他 们 深 受“现 代

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双重影响。
《嬗变》实证部分始终贯彻着“现代化”的观察视

角，其中“婚姻卷”与“家庭卷”表现得最为显著。
“婚姻卷”作者其在行文之初，就声明自己采用

了安东尼·吉登斯定义的“现代性”作为论述的逻辑

起点，以现代化的范式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

变，而且认为“中国现代婚姻文化的嬗变是指进入近

代以来中国的婚姻文化朝着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方向

演进的过程”［２］２７。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分别通过

“知识青年婚恋观的变迁”、“城市婚姻的变革”、“农

村婚姻的嬗替”、“红色苏区的婚姻改造”、“抗战时期

的根据地婚姻建设”与“婚姻文化变革的特征”等小

专题构成的框架来解读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的场

景。姑且不说该框架的建构是否合理，作者在每一

部分的讨论上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知识青年婚

恋观的变迁”而言，作者仅依据胡适、毛泽东等数人

的言论而试图勾勒该变迁的图景，着实显得单薄，而
由此总结出的理想婚姻“倾向晚婚”等三个特征似不

够准确［２］３７－３９。
作者对城市婚姻文化的现代性并没有充分认识

与把握。对于城市婚姻文化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只

字未提。其考察的农村也仅限于华北、华东和华中

的部分地方，并未涉及西南、西北、东北等地，亦未涉

及少数民族的婚姻文化。即使在对现代中国城市婚

姻变革 的 讨 论 中，也 仅 考 察 了 北 平、上 海、南 京、汉

口、广州、天津、成都这几个大城市的相关情况，而它

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婚姻的全局情

况呢？对当时农村婚姻嬗替的考察更是如此，作者

虽清楚意识到“面对广袤农村和高达几亿农民时，任
何想细致描述和界定其全部婚姻形态的尝试，都难

免有有心无力之感”［２］５７，但其选取的当时农村共有

的、能反映社会变迁的某些婚姻形态似未能体现出

所谓“现代性”，比如“婚姻论财的趋势”就很难说是

婚姻现代化的体现［２］５９。
应当说，作者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所用的现

代化视角在实际研究中未能充分贯彻，而且讨论苏

区与中共根据地的婚姻文化时又转用了革命史的视

角（下文详说）。这样给人一种印象，即此部分内容

并非有一条主线贯穿的项链，只是一袋没有按序摆

·１３·

李俊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



放的土豆。
“家庭卷”作者同样秉持“现代化”的立场。其对

近代中国家庭变革的思潮作了这样的评析，“他们的

家庭变革思想，包含了丰富的个人解放精神，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并为以后思想的发展规划了路程，指
明 了 方 向，推 动 了 中 国 家 庭 由 传 统 向 现 代 的 演

进”［２］１０８。在其看来，近代中国家庭是在“现代化”的

道路上曲折前行的。在该卷的结论中，作者总结出

了家庭现代 化 的 三 个 特 征，即“从 专 制 转 向 民 主”，
“从等级转向平等”，“从迷信转向科学”。还意识到，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心［２］２２０－２２１。但在具体的叙

事分析 中，人 的 现 代 化 并 未 成 为 贯 彻“家 庭 卷”的

主线。
为了论证“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家庭卷”作

者似将现代与传统置于二元对立的境地，而且对前

现代的家庭文化及其传统作了稍欠严谨的判断。比

如，将传统称为“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而且认为其

本质是“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家长高高在上，男

人压迫女 人”［２］１７４。这 种 对 中 国 前 现 代 的 家 庭 关 系

的定位与判断因循了革命后的革命史的说法。现在

学界讨论中国前现代的社会通常用传统社会，而不

用容易引 起 歧 义 的“封 建 社 会”；所 谓“男 人 压 迫 女

人”与传统社会的“男尊女卑”并非同义，在定位传统

社会的两性关系时不应轻易以前者代替后者。换句

话说，不能为论证“现代化”的进步性，而低估了前现

代的家庭传统，更何况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必须在

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可以顺利实施，二者并非

截然对立，而是连绵不断，新陈代谢。再如，作者认

为“传统的丧葬习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２］２０８。其

对于传统丧葬习俗的批评似未公允，因为“迷信”一

词在政治、思想与学术等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

“迷信”与“科学”也非水火不容。以“迷信”的标签化

行为否定传统丧祭中某些非科学的内容，于学术理

性而言，有欠妥当。与此相关，作者总结出的中国家

庭现代化的一个特征“从迷信走向科学”似需要重新

考虑。
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都不同程度地在“现代

化”的范式下讨论相关问题。似乎离开了“现代化”
范式，近代社会文化的嬗变无从说起；“现代化”范式

也似乎成了《嬗变》一书实证研究部分作者们的基本

工具与不自觉的研究意识。
“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究竟有多少

作用与价值，学界近年来已多有争议①。现在看来，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及其发展水准是一回事，以

“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另一回事。应当注

意的是，大陆学界通常使用的“现代化”范式及其关

联的进化史观，颇受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况且少

有学者注意到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的流派及其在理论

上的阶段性变化。《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不自觉

地将西方区域经验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普世的现代性

或全球现代性的标准版本。这就很容易出现以西方

现代化的历史路径、状态与机制作为原理，分析解读

中国的历史，好比是将中国的古建筑拆了，再按照西

方建筑的样式组装起来，无疑去中国近代历史的本

真甚远②。
《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没有走出“现代化”范

式，但也没有走进“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范式，包
括革命过程中的革命史范式与革命之后的革命史范

式［６］。前一种革命史范式，是历史解释体系 多 元 化

的表现；后一种革命史范式则是定于一尊的意识形

态的产物，甚至成为学理上的教条，不加反思地为革

命的所 有 行 为 及 其 结 果 辩 护。《嬗 变》一 书“婚 姻

卷”、“家庭卷”、“妇女卷”与“娱乐卷”的作者们没有

走进前一种“革命史”范式，却不幸习染了后一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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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较多，如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 界》２００２年 第５期；董 正 华：《多 种“范

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 范 式 多 样 化———围 绕“以 一 元 多 线 论 为 基

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 范 式”和“革 命 范 式”———与 吴 剑 杰、龚

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５期；蔡礼强：《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

１２期；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新革命史范式导论》，《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等等。

按：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提出，革命史书写尚有范例（即权威学术论著），而现代化史则连范例都没有。《近代史研究》期刊的编审谢维先

生认为：“现代化史的研究没有范例，是因为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内地来说，经济方面现代化的起飞只是近三十年的事。有学者曾指出：现

代化的内涵虽十分宽泛，基础却是也只能是工 业 化，但 近 代 中 国 工 业 化 程 度 极 度 低 下，直 到１９４９年，工 业 产 值 也 不 过 占 经 济 总 量 的５％左

右，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这还只是就经济方面来说的。更重要的是，现代化不能只是建几个工厂，修几条铁路，它还应表现在社

会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的现代化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在

中国的大中城市里看到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因此，用现代化理论研究没有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就难免无的放矢。”（谢维：《中国近代

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郑、谢两位先生的看法确实令人深思。严格而言，１８４０—

１９５６年间的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还生活 在 固 有 传 统 中，并 没 有 实 现“人 的

现代化”。单纯挑几个大城市中少数人的新式生活观念或行为作为事例，并不能说明当时城市生活的现代化已经普及。



命史”范式的流弊。“家庭卷”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

突出。该卷作者在评析毛泽东关于家庭问题的指示

时称：“毛泽东把家庭改革与社会改革辩证地统一起

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在新民

主主义的 条 件 下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的 伟 大 贡 献”，
“毛泽东的这封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
分显示出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理 论 光

辉”［２］１７３。这样的评析并没有 从 毛 泽 东 思 想 发 展 的

脉络与逻 辑 上 进 行 说 明，只 是 贴 上 一 个 未 经 深 究

的标签，颇 显 突 兀。该 卷 其 他 地 方 有 关 中 共 家 庭

解放事业的述论似 将 思 想 政 治 宣 传 的 话 语 代 替 了

历史学理分析的 话 语。比 如，“中 共 与 家 庭 妇 女 的

完全解 放”［２］１９０、“追 悼 会 完 全 打 破 了 等 级 制”［２］２０３

等 表 述 都 存 在 着 过 犹 不 及 的 偏 颇。“妇 女 卷”与

“娱乐卷”同样存 在 着 过 度 夸 赞 中 共 领 导 的 妇 女 解

放事 业 与“红 色”娱 乐 的 倾 向。可 以 说，这 种 倾 向

不符合历 史 的 本 真，也 没 有 扣 住 革 命 史 叙 事 的 脉

络、节点与逻辑。
当然，《嬗变》一书研究的时间段本身带有“革命

史”的烙印。为什 么 将１９１９—１９４９这３０年 作 为 考

察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一个时间段？书中并没有细

致的说明。之 所 以 要 特 地 提 出 这 个 时 间 段 限 的 问

题，是因为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

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讨论框架还是基本观点、叙事

风格，仍没 有 走 出“现 代 化”范 式，走 进“革 命 史”范

式，难以提出新的问题、看法与视角，结果这样的研

究不过是按照既有的模式编排资料，讲述故事，最后

证明了别人已有的观点。不能作贯通的研究，也就

不免出现 画 地 为 牢 的 局 限①。针 对 此 情 况，有 学 者

批评说，这“不仅人为割断了内在于今天仍在持续的

宏大历史进程的有机联系，引起众多无谓的争论，也
放弃了对流动着的当下社会主动进行冷静客观之历

史剖析和学术研究的良机，更削弱了史学研究之现

实批判的锋芒，遮蔽其文化省思的意蕴”［６］。
《嬗变》实证部分的作者们深受“现代化”范式与

“革命史”范式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根

深蒂固的潜意识。为何他们在讨论现代中国社会文

化时，没有自觉地摆脱上述两种范式的影响，并进而

树立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意识呢？恐怕其中一个

重要 原 因 在 于 作 者 们 的 学 术 史 回 顾 存 在 着 先 天

不足。

三、学术史回顾：有待深入的“温故”功课

研究历史，必先“温故”，而后“知新”。了解清楚

前人研究相关问题的学术谱系及其长短得失，才能

自觉自己所作研究的原创性与含金量。可惜的是，
《嬗变》实 证 研 究 的 学 术 史 回 顾 颇 为 单 薄，仅“婚 姻

卷”简单提及前人的研究，而其他卷竟未言及前人已

有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可归结为两种“病症”：一

是基本无效 的 学 术 史 回 顾，二 是 回 避 学 术 史 回 顾。

该“病症”对学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注意。

先看基本无效的学术史回顾问题。诚 然，这 种

“病症”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普遍存在，“婚姻

卷”只是其中的典型一例。作者仅列举了刘英、陈东

原、郎太岩等１２人的著作和傅建成、陈蕴茜、叶青等

５人的论文。对这些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它们在“现

代婚姻史研究的不同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

现代婚姻史研究的推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就本专

题（指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笔者注）而言，仍

然存在相当的研究空间”［２］２８。然后，作者指出了前

人研究的两点局限：一是对现代中国婚姻文化没有

全局性把握；二是在材料搜集上，于报刊资料和社会

调查征引不多。仅此寥寥数语的学术史回顾，并未

揭示出前人 在 研 究 理 论 与 方 法、问 题 意 识、材 料 使

用、涉及范围等问题上的长短得失，更没有考察研究

队伍的谱系与风格。温故不足，知新则难。时隔十

年，作者对此文修改时仍未能充分了解到学界对“现
代中国婚姻”研究的已有基础与新的进展，因此不得

不声明：“若有观点相近相同者，则不敢掠美，其发明

之权 自 属 发 表 在 前 者。”［２］２８显 然，究 竟 哪 些 看 法 早

已有人提过，作者并不清楚。通观全卷，作者关于现

代中国婚姻的看法似鲜有独到之处。

再看回避学术史回顾的问题。以学术研究的严

肃性而言，任何研究都应该梳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

已有的研究成就。温故知新的话虽是老生常谈，但

在今天却成了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嬗变》的“女

性卷”与“性伦卷”未提及前人的相关研究；“家庭卷”

与“娱乐卷”均由相应作者的论文修改而来，但却将

其中的学术史回顾全部删去。这给人的印象是作者

们没有做应有的“温故”的功课。尽管纯粹的历史研

究是面对圈 内 人，但 从 回 避 了 学 术 史 回 顾 的“家 庭

卷”、“女性卷”、“性伦卷”与“娱乐卷”的研究水准看，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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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笔者了解，梁景和教授与他的一些研究生们已经展开对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的讨论。这些讨论与《陋俗》、《嬗变》两书的研究

范围在形式上覆盖了１８４０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长时段。不过，讨论者在具体问题的考察上仍各守一段，缺少贯通，以致于历史叙事上出

现了明显的断裂。



少有超越已 有 研 究 成 果 之 处，也 无 所 谓 学 术 对 话。
其根源恐还在于作者们也不清楚自己在相关问题研

究的学术史谱系中的位置与角色，或者说在历史研

究的丛林中迷失了自我。
在上述 四 卷 中，“娱 乐 卷”的 讨 论 最 让 人 疑 惑。

作者写作此卷的基础是其完成于２０１０年的硕士学

位论文《中国现代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以当时的境

况而言，从１９８０年代到２００８年，大陆学界在城市娱

乐、娱乐管控、娱乐人物与娱乐现代化以及娱乐与社

会改良等专题上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着

较大的拓展空间与一些相当突出的问题。单就研究

理路而言，学界侧重于对城市娱乐文化进行社会科

学的分析。无论是分析城市公园，还是分析城市茶

馆，学者们几乎清一色地直接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方

法，考察公共娱乐空间的源流、结构、功能、特征，然

后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式的列举。稍深入的探讨

则注重身份、阶层、性别角度的考察。这些研究的重

要性无可疑问，但研究者对不同城市公园的考察几

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可否认，形神兼备、叙事与

说理俱佳的城市娱乐研究之作实在少见，也很难举

出相关的典范之作。“娱乐卷”作者似乎没有觉察到

已有研究成果的问题所在，不自觉地沿袭了其弊端，
以致于全文读来像一篇社会娱乐调查报告。当然，
作者所言“无线广播与民众娱乐生活”［２］４６８－４７８一部分

确有填补某些研究空白的意义，但这更多地是给读

者普及了一些“文史知识”。
讨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熟

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及其相关研究。也

就是说，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不
应局限于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而是先要充分

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原
创性观点等内容，此外，还要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史研

究的前沿及其对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深刻影

响。茅海建先生早已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中国

近现代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的基本框架是由政治

史来建立的”，在分析体系与学术话语上也明显带有

政治史的烙印，甚至很多时候这些领域的研究也为

政治史的结论提供了证据甚至是证明［７］。他曾开玩

笑地说，刘志琴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

化变迁录》“完全是以夷变夏的历史”［７］。窃以为，茅
先生的意思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过于注重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占比例很小的“变”的部分，而忽

略了占比例很大的“不变”的部分。罗志田先生也提

示说，不能过于夸大近代中国“变”的部分，更要注意

社会“不变”的部分，像陈黻宸在２０世纪初期提倡的

“知民俗之原”和“证闾里之事”那样的“民史”并未得

到真正的发展［８］。茅、罗两先生对中国近代 政 治 史

与社会史研究关系的看法，确是治中国近代社会文

化史者不可忽视的卓见。做好了“温故”的功课，才

能“接着讲”，才能有贴上自己名字的“知新”。这也

是以贯通的眼光与学养讨论中国近代史问题的基本

要求。
因为学术史回顾的简单与回避，《嬗变》实证研

究的作者们很难以学术史为鉴，照出自己的起点与

局限。他们甚至不太清楚“社会文化史”是怎样的一

种观察视角，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论

著。以著作而言，梁景和先生所著《近代中国陋俗文

化嬗变研究》，李长莉先生所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

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
传统到近代》，都是自觉地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讨论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些著作颇为注重社会

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互动，不过缺少一些有人物、有情

节的叙事。《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似乎意识不到

这一点，既沿袭了不重叙事的缺陷，又丢掉了注重社

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互动的长处。比如，“妇女卷”中

提到的邓春兰请求大学开放女禁的事例［２］２８８，尤其

值得铺展其中的曲折情节，不过作者一笔带过，实在

没能展示出这一重要事件中的民众、学校与官方的

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再如“性伦卷”中的“２０世纪上

半叶教育界对 性 教 育 的 讨 论 与 实 践”［２］３８６－４１４不 幸 成

为没有多少 联 系 的 两 张 皮，讨 论 归 讨 论，实 践 归 实

践，看不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学校与社会在

这一特殊问题上存在的紧张与冲突。
“温故”不只是要了解已有相关学术成果的讨论

对象、研究范式、主要观点与学术脉络，还需要关注

其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长短得失。对于

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出版的民国大众的日记可谓是

十分重要的资料，但运用者并不多见。比如九州出

版社近年出版的《民国小学生日记》《一个民国少女

的日记》等，从 不 同 侧 面 留 下 了 民 国 社 会 底 层 的 声

音。只是《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无一注意运用这

些很有说服力的资料。即使是梁景和先生在《嬗变》
理论部分专门提到的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可用的笔

记、小说、诗歌等史料，《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也

极少运用。之 所 以 找 不 到 现 代 中 国 社 会 底 层 的 声

音，除了没有注意日记、笔记、小说等史料外，还在于

作者们并未走向田野，走进历史的现场。鉴于社会

生活要比政权更具有延续性，现代中国社会生活至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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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保留着某些原生态的形式与传统，讨论这一时

期的社会文化着实应该深入城乡生活的第一线，访

谈当时的当事人与过来人，采集有意义的不曾留在

纸媒的生活碎片信息。虽然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

究的先驱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先生不曾采用田

野调查的方法，但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新一代青年

学者实不可仅依靠图书馆与档案馆来著书立说了。
四、理论建构：富有前瞻性的思考

追根溯源的“温故”既包括实证研究的成果，也

包括理论与方法探索的足迹。《嬗变》理论部分的思

考耐人品味。
大陆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实证性研究不

断取得新收 获，但 相 关 的 理 论 探 索 颇 为 滞 后，颇 有

“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即使在日渐增多的实证研

究中，不少学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

的 自 觉 性 和 经 验 积 累，缺 乏 研 究 范 式 上 的 建

树”［２］３－４。因此，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

行讨论显得尤为迫切。《嬗变》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理论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主要包括社

会文化史的概念与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史料问题

以及社会生活、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等若干层次

的概念。其对于解决当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遭遇的瓶

颈问题确有启发意义。
社会文化史研究圈内圈外学者首先要问的一个

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按照字面

的概念与逻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应是社会文

化。社会文化是什么？迄今为止，史学界对此没有

一个公认 的 清 晰 的 答 案。“社 会 文 化”作 为 一 个 短

语，清末民国时期就有不少人使用。周恺于１９０８年

发表《学生 品 行 之 否 关 于 社 会 文 化 之 进 退 说》［９］一

文，较早使用了“社会文化”一词，其意是社会与文化

的合称。１９２３年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的《中 国 社 会 文

化》一书①，其中《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一文意在以

中国家族制度为中心讨论中国社会特色及成因。该

篇名中的“社会文化”对应的日文词汇不得而知，但

译成中文后的“社会文化”似未作为一个有特殊内涵

的词汇。通读该文之后，感觉作者所言“中国社会文

化”是指中国社会的特色及其文化传统。１９３１年出

版的《新陕 西 月 刊》中 特 设 有“陕 西 之 社 会 文 化”专

栏，此专栏的文章内容包括社会风俗、经济生产、非

官方团 体、社 会 救 助、城 乡 关 系、乡 村 土 地、戏 剧 改

良、地方教 育、地 方 治 安、名 胜 古 迹 等。由 此 可 见，
《新陕西月刊》使用的“社会文化”概念当指政治之外

的社会与文化状况。林天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讨论

文化的功能，并未将“社会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概

念，但他强 调“文 化 是 要 建 立 于 社 会 经 济 的 生 活 之

上，也只有社 会 经 济 生 活 改 善，大 众 文 化 才 能 实 现

也；只有使文 化 归 于 大 众 所 有，文 化 才 有 真 正 的 成

功”［１０］。１９４２年，余天休在《社 会 文 化 研 究 法》一 文

中，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社会文化的研究法，
认为社会文化即现在或以往的文化的地理分布［１１］。
今天，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心理学等学科对社会文

化的定义各行其是，与历史学的认识与理解差异较

大。然而，史学界对“社会文化”的概念仍在探讨中。
这一概念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说清楚，自然会造成种种麻烦，也屡被外界诘难。

《嬗变》理论部分的作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

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

系的历史”［２］４。此 前 作 者 认 为，社 会 文 化 史 的 研 究

对象是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与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

思想观念［１２］。相比之下，作者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对

象的新看法要比过去的相关看法更为具体，更具有

概括性，因为新看法包含了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

互动关系，而不再仅限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在作者

看来，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

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

与提高 生 存 质 量 而 进 行 的 一 切 活 动 的 总 和”［２］１１。
在此基础上，作者系统论述了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

社会生活，认为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人类整体的生

活状态，包括政治生活状态、经济（物质）生活状态、
文化（精神）生活状态与社会生活状态，而狭义的社

会生活专指社会生活状态；目前社会文化史研究的

社会生活是狭义的社会生活，未来会走向广义的的

社会生活。诚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几位

先驱学者 对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对 象 有 不 同 的 认 识。比

如，刘志琴先生早些时候认为，“社会文化是个新型

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

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

“大众文化、生活方 式 和 社 会 风 尚 的 变 迁”［１３］１－２。在

具体研究上侧重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
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透和制

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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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该书收录了四篇论文，其分别为《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日本稻叶君山著，杨祥荫译）、《中国社会之本质及其作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与《中国古代社会钩沉》。



式、风 俗 习 惯、关 注 热 点 和 价 值 观 念 的 演 变”［１３］２。
左玉河先生赞同刘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

看法，并补充说明，社会文化史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

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生

活和社会时尚［１４］。
由上可见，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史、文

化史有重合的地方，但更多地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

及其观念。如果说社会文化史有自己的独特研究领

域的话，那么，《嬗变》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界

定当是最为清晰和完整的。对这一领域的强调，本

身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特色之一。当然，《嬗变》还提

醒说，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不同阶层、地域、民族、
时段的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据此可推论，
社会文化史也讨论精英的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生活

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１５］。
界定了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社会生活”概念的

内涵之后，还需要对其外延进行说明。《嬗变》认为，
狭义的社会生活即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有狭义与

广义之分，前者是指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

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后者

是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日常生

活，比如当代社会的旅游观光、流行时尚、网络信息、
心理卫 生、消 费 娱 乐、装 饰 美 容、求 职 就 业 等［２］２３。
这一看法说明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具体对象及其层

次性、时代性，确有新意。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对日

常生活作了较为精当的界定，认为“日常生活是以个

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

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

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

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
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

自在的类本 质 对 象 化 领 域。”［１６］３１简 而 言 之，日 常 生

活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公共制度生活之外的保障与

延续个体生命存在的一切活动。《嬗变》界定的日常

生活是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非日常的公共制

度化的社会活动领域并列的一个领域，当然它们彼

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日常生活与社

会生活在一定层次上重合，但不是完全等同的，二者

不能互相替代。《嬗变》对二者的区分具有不可忽略

的学术价值。
在《嬗变》的理论部分中，作者没有将社会文化

史看作一种观察视角。不过，一些学者更愿意将其

视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角度与新方法。李长莉先生

认为，社会文化史“就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一

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是一个宽泛的视角，即以文

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或以社会史的方法

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①。她解释说，这种“综合性、
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社会史问题，会为社会事象赋予

文化意义与内涵；运用这一方法研究文化史问题，会
使文化 问 题 得 到 社 会 基 础 的 阐 释 和 情 境 解 读”②。
左玉河先生认为，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就是从文化史

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

来研究文化问题。他解释说，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对

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

学考察和探究［１４］。对于社会文化史的跨学科意义，
刘永华先生说得更清楚，即“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

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

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
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

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

空泛、玄虚”［１７］。
显然，社会文化史是一种旨在打破分科治学、体

现历史研究之综合性的有益尝试。尽管《嬗变》一书

没有将“社会文化史”视为一种新的视角，但梁景和

先生此前曾提出，若用范式框架的概念去审视社会

文 化 史 研 究，社 会 文 化 史 也 可 视 为 一 种 范 式 框

架［２］１８。在其看 来，社 会 文 化 史 在 研 究 空 间 与 历 史

诠释上大有可为，将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

史解释体系。这意味着社会文化史试图呈现一种不

同于过去“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新的历史

面孔与历史诠释，符合他曾提出的“社会文化史”可

看作“新时代的新史观”的论断［１８］。
在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审视“社会生活”的概念

之外，《嬗变》还 提 出 了“常 态 与 动 态”、“碎 片 与 整

合”、“真实与建构”等五对相关的概念。在今天“社

会文化史”理论建树匮乏的形势下，这些概念对于深

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确有开启思路之用。
在讨论“真实与建构”时，作者提及一个仍在争

议中的 老 问 题———历 史 有 没 有 规 律。在 梁 先 生 看

来，“所谓建构是历史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把握，站

在特定的立 场，运 用 相 关 的 理 论 方 法，对 历 史 事 象

（包括历史呈现的形式及其本质规律）进行阐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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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 模 式（或 曰 模 型）”［２］２４。至 此，我 们 禁 不 住 要

问：“历史有规律吗？”有学者系统梳理了２０世纪中

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仍没有得出最终

的答案［１９］。另要注意的是，历史规律不等于文化学

或文明学意义上的社会与文明的变迁机制。比如，
马克思依据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莫卧尔

人等落后民族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的事例，总结

出“一条永 恒 的 历 史 规 律”［２０］７６８———野 蛮 的 征 服 者

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今天

看来，判断文明高下的尺度是不确定的。因此，这条

“永恒的历史规律”更像是一种文明变迁的特征。诚

然，从循环史观、进步史观、退步史观或其他史观的

视野看，历史在认识论意义上或有某种所谓的规律。
有学者解释说：“所谓对现象和过程内在因素和外部

联系的归纳总结，是通过对多次出现的历史现象和

过程的分析，找出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在一定外部

条件下出现的内在原因，也即我们所说的‘本质的规

律’”［２１］。不过，历史现象与过程在何种层面或程度

上“反复出现”，还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窃以为，治史

者的任务不是寻找历史规律，而是从某些相似的历

史事件中寻找历史变迁的机制、趋势和智慧。
由上可见，尽管《嬗变》对“历史规律”的思考有

待商量，但其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

思考确有独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诠释历史的任

何系统理论的建构，需要满足“内圆”与“外推”两个

条件。“内圆”是自成逻辑体系，可以完整地解释过

去的历史；“外推”是依据过去与现在，在一定程度上

准确预测未来。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历史理论也

就不具备研究历史事象的解释力与指导意义。历史

理论的建构必然涉及史观，涉及对人类历史的整体

性、根本性与系统性的认识与把握。《嬗变》将社会

文化史提升为一种史观的看法，发人深思。社会文

化史研究理论建构的潜力与活力当在此处。
五、社会文化史研究可能的未来走向

讨论《嬗变》一书的长短得失，本身也是在讨论

中国社会文化史未来的可能性走向。其关键部分还

是叙事、史料、研究视角与理论建构问题。
别致的微观叙事尤为重要。没有精彩 的 叙 事，

社会文化史研究只能给人以某种预设的框架附加琐

碎事例的印象。当然，社会文化史不会像革命史与

现代化叙事一样进行宏大叙事，而是应立足于自身

的特色进行微观叙事，从具有文化全息性的微观叙

事中展示广义的社会体系及其运作（比如政治体制

与权力）的 场 景，呈 现 个 体 生 命 的 个 性 化 存 在 与 活

动。这种叙事将琐碎的生活碎片视为可以折射太阳

光辉的水滴，确立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更符合刘志

琴先生所言“贴 近 社 会 下 层 看 历 史”［２２］的 社 会 文 化

史定位，也契合郭于华教授提出的“倾听底层”［２３］声

音的倡议。这在叙事中自然会呈现出不同于革命史

与现代化史的历史面孔，甚至可以细微到从一个人

的呼吸中展示政治运动、自然灾害或其他巨变因素

对社会深处的影响。社会文化史研究未来走向的中

心不是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或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

与方法，而是 要 讲 一 个 有 人 物、有 情 节 的 别 致 的 好

故事。
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典范性的微观叙事十

分稀少，但如果不注意回归长于精彩叙事的中国史

学传统，社 会 文 化 史 研 究 的 未 来 景 象 实 不 容 乐 观。
建构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叙事，内可学习二十四史的

已有经验，外可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新生模式，比如

王笛对近代成都茶馆的叙事。即使是史景迁《王氏

之死：大历 史 背 后 的 小 人 物 命 运》这 样 的 文 学 化 叙

事，《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这样的“心灵史”随笔

体例，都有可仿之处。叙事者宜心存以小见大之意，
体会５２年前沈元以《急就篇》为“汉代社会生活的一

面镜子”［２４］的 研 究 路 数，体 会 郑 振 铎 所 言 俗 文 学 如

何呈现“另 一 个 中 国”的 独 特 眼 光［２５］。若 是 跨 出 学

科藩篱，亦可将《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

农村变革》［２６］视为一部具有现场感的农村党支部书

记视角的微观叙事之作。
社会文化史的微观叙事需要丰富的细节资料，

仅凭留在纸媒上的只言片语远远不够。若要获取历

史的细节资料，非亲自到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不

可。《嬗变》颇为看重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确是有效

打捞遗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的重要渠道之一。在进

行田野调查之时，调查者通常有一种倾向，即把自己

当“局外人”，把当事人当成“局内人”。但要真正理

解被调查者，调查者还需要尽可能地体验“局内人”
的立场与感受。比如在民间信仰习俗研究上，民国

时期燕京大学的学生李慰祖对当时北京民间“四大

门”信仰习俗的调查［２７］，就运用了“局内人”的观察

法，深刻解读了该信仰习俗的特质。即使在今天看

来，其学术水准不低于一些博士学位论文。调查者

的头脑中实不可预设所谓草根文化落后、精英文化

先进的观念，不然，调查者就不能走进民间社会的心

灵，也就完不成自下而上的接地气的微观叙事。深

刻了解民间视野或社会底层声音，需要充分同情民

间的立场、情感、经验与思维方式。深入民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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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会感觉到自身的生命观与历史认识论都需要

反思，也会对《嬗变》研究启示所言的文明尺度———
“人人平等”、“个性解放”、“追求生活幸福感”［２］５１６－５１９

有更深刻的理解。
未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不仅要有特色的微观叙

事，更要有 特 色 的 诠 释 历 史 的 理 论 建 构。按 照《嬗

变》作者的立意，“社会文化史”要成为一种新史观。
这一设想实现的基础是建立一种类似于革命史或现

代化的范式。如果说社会文化史本身是一种范式，
那么，这种范式基本的理论架构是什么？此问题至

今尚未有答案。若从其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生

活出发，或可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诠释体系。由于社

会生活的概念稍显模糊，不妨依照《嬗变》对狭义的

社会生活的解释，直接运用“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

化史范式的核心概念。
诚然，晚近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更早一些注意到

作为具体研 究 领 域 的 日 常 生 活 与 生 活 方 式［１５］。有

学者提出，社会史研究要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
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领

域的非 日 常 生 活 因 素［２８］。“立 足 于 民 众 的 日 常 活

动”的生 活 史 研 究 需 要“从 生 活 方 式 上 把 握 民 众”，
“并揭示民众生活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历史变动带来

的影响”［１５］。这当然并不容易，正如桑兵先生所言，
“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一方面延续由精英而大众的

取向，一方面则由群体而个案，以小人物的视角故事

颠覆精英和群体的历史叙述。只是必须显示所选人

物与群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关系，才能呈现意义，却并

非轻而易 举 之 事”［３］９３。甚 至 还 有 学 者 提 到 从 日 常

生活观察近代中国变迁的可能性问题［２９］。不过，笔

者认为，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思考近代中国变迁并不

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与社会史研究的日常生活稍有不同，社会文化

史讨论的日 常 生 活 一 并 看 重 社 会 各 阶 层 的 日 常 生

活，而非专为社会底层的大众准备。正如刘志琴先

生一再强调重视对中国礼俗互动的讨论［３０］，不同阶

层、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固然有边界，但并非泾渭分

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者以礼化俗，下者

成俗入礼。礼与俗是一对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各阶层

日常生活嬗变的最有特色的词汇，忽略了这一对概

念，很难说清中国近代日常生活及其方式的变与不

变。将各阶层、各群体的日常生活一并讨论，似可更

清晰地呈现社会的整体形态与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中

心地位。

更进一步说，社会文化史研究将日常生活提升

到历史本体的高度。依李泽厚先生之言，“所谓‘历

史本体’或‘人类学历史本体’并不是某种抽象物体，

不是理式、观念、绝对精神、意识形态等等，它只是每

个活生生 的 人（个 体）的 日 常 生 活 本 身”［３１］１９－２０。上

至庙堂之君，下至江湖之民，其日常生活是最本质的

历史主体，是历史之王。或者说，社会万事皆从属于

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不从属于任何具象或抽象的

事物。无疑，这是一种独特的观察视野，一种新颖的

历史认识。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延安

日常生活 中 的 历 史》［３２］《一 个 村 庄 里 的 中 国》［３３］等

类似作品的叙事魅力与现实关怀，也会更好地理解

法国年鉴学 派 第 二 代 学 者 费 尔 南·布 罗 代 尔 探 讨

１５世纪至１８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何从“变

成结构”、“侵 入 社 会 的 每 个 层 次”的 日 常 生 活 入

手［３４］２７。早在十几 年 前，雷 颐 先 生 谈 到 日 常 生 活 与

历史研究的关系，他严肃地指出，“从‘日常生活’的

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

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

合，一 生 一 世。其 实，这 才 是 历 史 研 究 最 重 要 的 内

容”；“平民大 众 的‘日 常 生 活’终 由‘稗 史’成 为‘正

史’。这种转变，其实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意义的

确深远”［３５］。诚然，相对于精英的日常生活而言，草

根的日常生活需要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未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讨论日常生活，需要走

进普通人物的心灵世界与命运历程。历史学者关注

人类命运，“在其现实性和本质上，即是关注个体性

人的生命 存 在、生 命 运 动 及 生 命 表 现”［３６］。这 是 社

会文化史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

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３７］６７的内在要求。以此为

社会文化史的历史叙事与讨论的立场，自然更容易

与当今 西 方“从 外 到 内”转 型 的 史 学 实 践 进 行 对

话①。由此可 以 更 深 刻 地 理 解《蒙 塔 尤》《马 丁·盖

尔归来》《奶酪和虫子》《屠猫记》与《法国大革命时期

的家庭罗曼史》等西方新文化史典范性著作的人文

魅力，即“它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

本质，从而从长期被历史学家遗忘的地方拯救出并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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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祥森先生认为，当代西方史学实践中“从外到内”的变化，从本体论立场上说，本质上是从人的外在生命存在（社会性存在）到内在生命存在

（个体性存在为主及在此前提下的社会性存在）的变化或转向。见周祥森：《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

体论前提》，《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命存在的深层的

本质性内容”［３６］。
《嬗变》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探索，既体现了中国

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也展示了该领域存在

的瓶颈问题，正如梁景和先生所言，该书“只是为深

入研究这一领域所作的前期铺垫，存在的问题自然

很多”［２］５５２。如何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瓶颈，健
康成长，是值得学界广泛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文作为一篇札记，而非《嬗变》评论，恐未能尽

述该书的精彩之处。曲解、误解该书之处，请作者与

读者再批评。这种读书后的交流，又何尝不是学者

的日常生活呢？

参考文献：

［１］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０－０８－１７（１２）．

［２］梁景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１９１９—１９４９）———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Ｍ］／／徐秀丽．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１９７９—２００９）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蒙文通．治学杂语［Ｍ］／／蒙默．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５］汪荣祖．史学九章［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６］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新革命史范式导论［Ｊ］．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２）．

［７］茅海建．中国近代政治史面对的挑战及其思考［Ｊ］．史林，２００６（６）．

［８］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Ｊ］．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８（６）．

［９］周恺．学生品行之否关于社会文化之进退说［Ｊ］．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杂志，１９０８（１）．

［１０］林天穆．社会文化的史的检讨与大众文化［Ｊ］．福建文化半月刊，１９３５（５）．

［１１］余天休．社会文化研究法［Ｍ］．北京：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４２．

［１２］梁景和．我为什么要研究近代陋俗文化［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６）．

［１３］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代序［Ｍ］／／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１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左玉河．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Ｊ］．晋阳学刊，２０１２（３）．

［１５］常建华．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Ｊ］．历史教学，２０１２（１）．

［１６］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７］刘永华．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编后记［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梁景和，姜虹，张弛．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述论［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４）．

［１９］黄敏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Ｊ］．史学月刊，２００３（１）．

［２０］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１］王和，周舵．试论历史规律［Ｊ］．历史研究，１９８７（５）．

［２２］刘志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Ｊ］．读书，１９９８（８）．

［２３］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４］沈元．《急就篇》研究［Ｊ］．历史研究，１９６２（３）．

［２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序［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６］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２７］李慰祖．四大门［Ｍ］．周星，补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８］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２９］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Ｊ］．新史学，２００６，１７（４）：２５９－２６９．

［３０］刘志琴．礼俗文化的再研究———回应文化研究的新思潮［Ｊ］．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５（１）．

［３１］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３２］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１９３７—１９４７）［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３·

李俊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



［３３］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Ｍ］．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４］布罗代尔．１５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 明、经 济 和 资 本 主 义：第１卷［Ｍ］．顾 良，施 康 强，译．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９２．

［３５］雷颐．“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Ｊ］．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３）．

［３６］周祥森．转向人的内在生命存在———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本体论前提［Ｊ］．史学月刊，２０１２（２）．

［３７］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ｅ　ｅｔ　ａｌ．＇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ＬＩ　Ｊｕｎ－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ｏｏｋ，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Ｆａｍｉｌｙ·Ｗｏｍａｎ·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ｅｘ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Ｌ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ｅ　ｅｔ　ａｌ，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ｉｔ　ｉ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ｈｉｃ　ｓｔｏｒ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ｒｄ，ｔｈｅ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责任编辑　张楠）

·０４·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