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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忻平教授的新著本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国庆六十周年大庆刚刚过去，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大变化。
“文革”的结束给当时的年轻人上大学造就了机会，忻平就是其中之一，一晃30年过去了。
忻平在学史30周年之际，选出了30篇论文编成此书，颇有意义。
翻阅着厚可盈尺的书稿，我甚感欣慰。
作者向我索序，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忻平中学毕业后，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不发展生产力，城市无法容纳新增的劳动
人口，因此那个年代的中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的名义统统下乡当农民。
作为下乡“知青”，他曾在安徽滁州市来安县农村历练了多年。
在农村，他学会了当农民必备的十八般武艺，直面当时中国农村现状，这对他以后学习中国历史是十
分有益的。
1978年恢复高考后忻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
数年后他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我建议他不断开拓感兴趣的新的研究领域。
他提出希望以现代化和社会史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我十分支持。
三年后，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以其博士论文为主体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
书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引起了反响。
一些高校还将此书列为研究生参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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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忻平，祖籍浙江鄞县，1954年8月生于上海。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上海
市中日关系史学会、上海市党史学会、上海市民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书籍目录

序史学理论与方法　全息社会史观：一种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论王韬的史著及其史学理论　治史须重
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　时代的变迁与党史研究的拓展中国现代化
之路　甲午战争：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与加速器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论孙中
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
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帮会　论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阶层的尚武意识　民国时期农村现代化之一
例：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　运动论略　论新县制　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社会生活史
　梦想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现实观与未来观　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生活的影响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　上海人人格特征刍议——兼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人多重
复合的人际关系　1930年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状况的一个调查及分析　从生存本能向个性解放与自
我价值体现的质的飞跃——193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消费研究　社会生活与方言变迁——以20世纪20-30
年代上海方言为例　人·建筑·空间·文脉——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建筑文化　20世纪20-30年代上
海青楼业兴盛的特点与原因　无奈与抗拒：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思想、文化和宗
教　王韬与《循环日报》　试论黄遵宪的比较民俗文化研究——兼论黄氏对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与拓展若干序文　历史研
究应重实证性和量化研究——为楼嘉军著《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序　近代地域社会群体
研究的探索——为许顺富著《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序　国家与社会：近代苏北区域社会变迁与
地方政权控制力的考察——为李巨澜著《失范与重构——1927-1937年苏北地方政权秩序化研究》序　
人物研究：一种视角的选择——为徐临江著《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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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以往的历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往往抽象地、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的“宏观”，而忽
略了对全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胞与胚胎的实证研究。
“一滴水可以见大海”，通过对社会生活中全息元的实证研究，足以窥视不同时代与社会的风貌。
譬如服饰，虽其保暖、遮羞、审美的基本功能从产生之初历代相沿迄今未变，但荷载其上的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种信息却各异，从中折射出不同的生活观、审美观
、廉奢观及价值观，进而可以更进一步探视物价、消费、生活程度、民众心理取向等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全息元，如衣食住行、家庭宗族、人口职业、风俗习惯、
方言俚语、工资收入、消费倾向、文化教育、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地理条件、公共设施、市政建设
、民居建筑等，都应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年鉴学派大师们曾经大声疾呼历史学家们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
浸在生活中，沐浴在生活之中，把自己与人类打成一片”。
列宁认为：“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
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
而自然科学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
相互联系。
”①在他看来，辩证法应该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因为这些都是辩证法体系的缩影
与全息元，从中可以建立起整个体系。
这又可以从马克思以研究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细胞开始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恩格斯
通过对家庭这一社会缩影的研究成功地从掌握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奥秘中得到启发。
　　第二，就个体而言，每一个自我也都是社会的缩影、细胞与全息元，社会不过是这个细胞在不同
程度上的有机发展与整体实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自我是整个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各部分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他身上凝聚了社会相互作用后留下的印痕
——整个社会的信息。
当社会全息体因外部条件改变，新的全息元与全息体建立起来，而激化了原来被隐抑的某些弱势全息
元转化为强势全息元，其能量随之释放并带动了社会转型，这时，被原先的全息体强化而保持同一的
全息元——自我也必须随之转型，从而面临着一个重新社会化——从自然人变为社会人后，再次使个
体与当代社会达到同步全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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