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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关中社会的变化似乎神秘而遥远。
《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透过“旅行者的眼”，展现民国关中衣食住行的种种趣闻；从“卫生助理
员的苦恼”，感受公共卫生的悄然兴起；追寻关中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揭示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
化的艰难过程；在文化人移风易俗的种种努力中，展示传统娱乐与新式娱乐的交融；从“上帝”与“
神灵”的碰撞中，透视宗教生活的兴衰变化。
在关中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变革中，关中成为一块“永不板结的黄土地”。
《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由刘俊凤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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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俊凤(1975—)，北京市人。
现为成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
近年专注于研究西北社会区域史、区域社会生活史。
发表社会生活史学术论文十余篇。
主持并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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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民国年间，先后有不少的学者、专家和记者通过讲学、考察等方式赴陕西、西北等地
，形成了一些游记和著作，其中对关中地方社会的现状有比较细致的记述。
包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西北行记丛萃》丛书，陈言的《陕甘调查记》，王桐龄的《陕西
旅行记》，刘安国的《陕西交通掣要》，蒋杰的研究性论著《关中农村人口研究》，国民政府农村复
兴委员会组织调查形成的《陕西农村调查》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比如蒲城人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张
恨水的《小西天》、李敷仁的《李敷仁诗文选》等。
其中，关中民俗学家李敷仁先生一生主要从事关中地区民俗改良和社会教育活动，其诗歌、日记和回
忆录被整理为《李敷仁诗文选》，对当时关中社会的真实状况进行了真实和细微的记载。
这是研究当时关中社会生活极为珍贵的资料，但是长期以来，在关中社会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
视和利用。
另外，反映社会生活真实状况的文献资料在一般档案资料中多因为琐碎而少有收录，新中国成立后陕
西文史资料组组织了一批民国时期人士撰写的回忆性文章，主要收集在《陕西文史资料》以及关中各
县的文史资料中。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对民国年间关中各县的民俗事项有较为细致的记述，以民间习惯和风俗并不关涉政
治立场和政治偏见为特点，这些资料比较可信，故也成为本书研究参阅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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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L)》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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