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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辑）》共20篇文章，分设六个栏目，其中“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利”
是重点讨论的两个专题。
社会保障：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引起了学术界对灾荒史研究的进一
步关注。
本栏编发的六篇论文，分别从灾荒和救灾史、官方体制与民间互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控制等视点，论
述古今中外的社会保障诸方面状况。
李文海教授作为中国灾荒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回顾灾荒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后，提出今后的灾荒
史研究必须重视五个“结合”，才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而另一篇关于英国1348年至1350年黑死病流行期间社会救助和整治的论文，或许对当前的抗灾救灾会
有所启发。
栏目中两篇关于社会福利的论文，分别论述了英国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最初动机和德国国家社会保障
制度的最初起源，对认识近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缘起及特点应有所裨益。
中国宋代的官方医疗体制别具一格，对救治患者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辑也有专文论及。
民间互助组织向来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家政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它们的不同命运
，本辑一篇论文试图从中英两国的相关历史比较中来说明这一点。
　　财产权利：我国颁布施行《物权法》后，对财产权利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本栏目的五篇论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财产权利以及财产权利观念进行论述。
有对古罗马学者的财产权利观的评论，有对中世纪欧洲某种土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分析，还有对中世
纪大学的财产权、对妇女财产权法律保护的考察，以及对经济活动中财产权利观念的透视。
　　学苑撷英：本栏共三篇文章。
一篇从讨论16世纪英国议会中的“乡绅入侵”开始，评论了对“乡绅入侵”的不同解释，认为历史研
究中任何结论都是有局限性的。
一篇讨论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科技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展的，并对“李约瑟难题”作了自己的回应
。
另一篇论文考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试图说明雅典这个古典民主城邦
何以发生逆向蜕变。
　　域外新论：本栏目两篇文章。
一篇对英国经济社会史专家C·戴尔的一个新观点进行了评介。
在戴尔看来，英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于1250年左右，经历了五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大约完成于1750
年。
另一篇是德国史学家彼得·布利克勒教授的论文，主要论述1525年德国农民运动以追求“自由”为斗
争目标。
　　随笔札记：张芝联先生一直关心本刊，他惠赐的这篇文章谈论了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自由的
三种形式，并将之与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作了比较。
正当本辑编发之时，惊闻张先生溘然仙逝，本刊同仁不胜悲痛，谨向他老人家表示深切的哀悼！
本栏另一篇文章回顾了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浪漫而又坎坷的往事，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学者访谈：R·N·斯旺森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伯明翰大学中世纪史系主任。
与他的对话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也有助于了解英国史学和史学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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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
1951年11月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先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院长，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
天津历史学会副会长、天津社联常委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外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西方史学流派分析。
著有《现代化第一基石》、《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等专著以及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项目、国家教委“八五”项目以及天
津市项目。
参加并完成北京大学等主持的三项国家重大课题。
先后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天津市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天津市第四届、第五届、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还被两次授予天津市‘’八五”立功奖章，一次授予“九五”立功奖章，曾宪梓教育三等奖、天津教
育系统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称号。
先后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苏塞克斯大学。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和讲学。
2004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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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社会保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拓展中国灾荒史研究以社会福利促社会控制——英国的经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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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转型起于13世纪“自由”：1525年德意志农民的呼声随笔札记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争取—
—18世纪中国文人的方式话说雷海宗学者访谈历史学需要分享与交流——伯明翰大学斯旺森教授访谈
录奥地利豪克一默利茨教授来天津师大讲学英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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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拓展中国灾荒史研究　李文海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有着浓
厚的兴趣，发表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进展，灾荒史研究已经在历史学
中占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是我们在21世纪所面
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的新进展在中国，近代意义的灾荒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一些可敬的学术拓荒者在这一领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艰难而卓有成效地开辟着道路。
但灾荒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和承认，并且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产生了一
批研究成果，严格说来，还是近20年来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我们着重回顾这一个阶段的情况。
已有一些文章对近年来灾荒史研究状况作过学术综述和总结。
其中较为重要的可以举出以下三篇：一是朱浒的《20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
年第3期）；二是邵永忠的《20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第
三篇是阎永增、池子华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这些文章详细列举了有关灾荒史的重要研究著作和文章，评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和不足，瞻
望了学科发展的前景和方向。
因此，本文不再对这些问题作多余的重复，只需要简单明了地归纳一下近20年来灾荒史发展中的几个
特点就可以了。
我以为，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社会和学术界对灾
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高，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
出现这样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原因很多，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有两条：一是社会生活本身的要求。
如1991年和1998年的两次全国性大洪水，2003年春夏的“非典”流行，2004年岁末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殃
及二十余万生命的大海啸，直到最近发生的2008年初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严重冰雪灾害，2008年5月12
日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的重大灾难，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自然灾害怎样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巨大威胁，加强灾害史的研究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学术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
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门学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因为这样，灾荒史研究不仅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报刊和出版机构的一个热门选题，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也曾多次将灾荒史列入历史学的年度课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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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外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学术品位与大众品味的结合，关注转型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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