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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
人来到这世界都需要吃喝穿住，这是延续生命的基本保障。
这人人都已耳熱能详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中国，生活研究几经坎坷。
在现实中，“生活方式”往往伴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出现，有不良作风经常是以“有生活问题”
论处，将“生活”纳入否定性的价值判断。
所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活”在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作为科学范畴，生活方式的研究几近销
声匿迹。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有生活研究的兴起。
到21世纪，生活方式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但由于基础薄弱，缺乏理论深度，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很不
相称。
当今经济发展全球化和生活方式国际化的趋势，使得中国人的生活风貌日新月异。
“生活研究”成为既熟悉又陌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话题。
对“生活”观念进行历史考察，是建构中国生活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
一 从传统到现代的生活观念生活，首先关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问题。
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生活需求相似，都需要吃饱穿暖，而理解却各有不同。
对于什么是生活，中外古今，从圣贤哲人到凡夫俗子，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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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第五辑，收录了2009年8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以“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流变”为主题，包括社会史理论反思、传统
文化与近代化、媒体与文化生活、文化运动与论争、教育与知识、文化交流、风俗流变等方面的论
文34篇，作者分别为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
透过本书各篇论文描述的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流变的多面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学术界关于这一领域的
一些新的研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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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幸的是，中国社会史学科从新时期开始复兴迄今，在学科内部一直保有一股学科反省和理论思考的
流脉，在各个阶段都有一些学者发出关注理论的呼声。
①更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在研究实践中矫正上述“碎片化”、“记述性”等缺陷的探索，力求突破这些
瓶颈。
这些探索大致可归结为三种趋向或三种方法，即“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
第一是综合的方法。
即用整体性、联系性、多层面和网络化的观点，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以避免碎片化。
即使是微观的专题研究，也力求将其置于一定的立体网络联系中进行观察。
因为社会事象本身就是一种立体网络化的存在，其意义与价值就存在于网络联系之中，若割裂了联系
，也就抽离了其灵魂与意义。
如以行龙为首的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群体，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就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地理、
民俗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性、长时段的研究，使得山西区域史的诸多课题研究具有整体性、多层面
和立体感。
这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探索，可以说是社会史学科的一种新的总体史、新的综合。
第二是理论的方法。
即综合吸收一些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资源，如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经济理论等等，针对某一社会史
问题，通过理论概括与提升。
形成解释这一历史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概念工具，并将这种理论与内在意义的阐释贯穿于历史记述之中
，以避免单纯记述的平面化与浅薄化。
在这一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充分认识中国本土社会与一些主要源于
西方的理论之间的差异，自觉地避免生搬硬套式的理论移植和套用，避免出现曲解历史现象。
如一些学者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区域化理论、传播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等尝试进行
研究。
虽然有的运用这些理论未免有些生硬或牵强，出现理论与描述“两张皮”现象，反映了引进理论与学
科研究的结合有些“水土不服”，但这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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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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