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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项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研究项目帮助；受到香港AOE项目
的经费支持；受到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耶稣鲁大学东亚研究理事公、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所的经费资助；受到台湾中研院中国地方社会文化比较计划经费资助。
《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研究所涉及的地域，以山西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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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乡土研究中国中心主
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
研究中心等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明清社会史、史学理论、民俗史等，曾先后出版《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狂欢与日常：明 
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文化》等专著十余部，《欧洲史学新方向》、《剑桥插图中国史》等译著六部及
论文、学术评论百余篇，另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初中《历史与社会》总主编、岳麓书社版高中《历
史》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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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移民、身份与生活从《钦明大狱录》看明中叶的户籍、身份与城市生活明清时期裕州的市镇兴替
与移民社会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鲁中小章竹马：军户移
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演寺庙与基层社会组织庙宇·水权·国家——山西介休源神庙的个案研究唐宋
以来高平地区寺庙系统与村社组织之变迁——以二仙信仰为例从“官军之庙”到“商人之庙”——从
蔚县玉皇阁之例看华北边镇的社会变迁宗族建构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社
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回回家族为例村社与宗族：明清时期中原乡村社会组织的演变“
忠间”：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村落与乡村关系认同近代以来北京城乡的市场体系与村
落的劳作模式——以房山为案例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对鲁南红山峪村37张地契的介绍
与初步解读山东青州市井塘村民间文献述略我们都是亲戚：说出来的华北乡土社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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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方面，社会史研究如何与史学界对话？
如何介入其他领域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
社会史研究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许多主题上进行了前所未有或少有的研究，但与主流的断
代史或传统的专门领域交流还是很少，人们往往只是从主题的分类上判断是否为社会史，甚至无论社
会史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时段在哪里，便基本上认定他为社会史研究者，而非该时段历史的研究者。
这样一种截然的区分，说明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一个明晰的界限，或者有某种明确的定义，认为研究
什么的或怎样研究的就是断代史研究者，否则便可以归入他类。
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太多见，比如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学者多以研究中世纪的欧洲著称，但人们不会说：
“哦，某某不是中世纪史专家，他是研究社会史的！
”　　这种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史研究以外的人们。
社会史研究者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我们不只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不把我们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
域隔绝开来，而能与其分享我们的研究视角、方法、材料和见识，那会是什么状态？
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学习社会史，首先应该学习史学史。
想想国内较早研究社会史的学者，之前不是研究政治史的，就是研究经济史的。
譬如冯尔康以研究雍正皇帝知名，华南的社会史学者多研究经济史。
法国年鉴派的创始人布洛赫研究马丁·路德和拉伯雷，这是中世纪史的传统主题，而且可以说是社会
史研究所不屑的人物研究，后来他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探讨王权强化的社会基础，也是一个政治
史的主题。
孔飞力的《叫魂》以一种“迷信”或者巫术观念为切入点，到最后的王朝权力体系的探讨，总体上没
有超过布洛赫这本书。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
　　选择区域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史研究者往往会遭遇这样的窘境，即无论你如何解释，别的领域的
研究者也不觉得研究这样的“小社会”有何必要。
我们除了认为这可使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细之外，也无法说出更多的道理。
这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区域性的研究旨归局限在了“本地域”，而不是讨论超越这个“本地域”的大问
题。
以往已有学者提到“跨区域”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使自己的研究空间扩大，因为任何区域对于
下一级区域来说都是“跨区域”的，而是要使自己的问题“跨区域”，无论研究的是明代倭寇还是卫
所制度，无论研究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事件还是乾隆皇帝这样的人物。
这样，社会史研究才能走出周氏洪武年间登人黄册的户名，直到康熙年间依然在被周氏后人沿用。
从族谱的记述来看，在闻喜县，这类明初户名固定化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
当地许多族姓明初定立的户名曾经沿用至明末或是清初，甚或是有清一代结束。
　　对于闻喜县的里甲体系来说，明初户名固定化的意义在于它使“户”及里甲的内涵均发生深刻转
变。
由于明初户名长期承传，当年立户入籍的单个家庭，数代之后一般已经衍生为多个家庭，即所谓“历
数传而户族繁衍”，①“户”的规模因此得以不断扩展。
此外，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赋役改以丁、地课征，“户”由以往的计税单位转变为征税环节上的登
记缴纳单位，它在赋役体系中的地位与功用发生改变。
②所以，时至万历年间，闻喜县里甲组织中的“户”已经基本衍变为一个承担一定税额的血缘群体。
因应“户”的这些变化，闻喜县里甲组织的内涵同样出现较大异动。
户名不变与民众迁居之间存在的冲突，使闻喜县里甲体系旧有的地缘格局难以维系，里甲催征陷入了
“盖簿皆老名，少现在之人，四徙而居，寻访不易”的窘境。
③与此同时，里甲破败、户众繁衍以及合籍、附户等因素的交织，使一户独占一甲或者数户朋占一甲
的情况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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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明中叶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倚重血缘关系的倾向越来越鲜明。
一条鞭法在闻喜县推行后，该县钱粮悉令各户分限自行封纳，里甲组织在赋役征派方面的功用也较以
往有所弱化，而“户”的重要性却因此大为提升。
闻喜县钱粮“合户催征”的举措大致就诞生于这种“户”与里甲内涵均发生转变的情境。
此一举措不仅认可了二者的转变，而且赋予它们制度化的可能。
　　我们看到，万历以降，闻喜县里甲体系的调整基本是以“户”为中心来进行。
在明末清初闻喜县里甲变动较为频繁的这段时期，当地户大丁众的人户大抵都曾有过析分、统合的变
革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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