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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徽学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走过20多年年头，在徽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文化等各个专
题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
作为一个新的综合性学科，徽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术界对它的学术前景给予越来越充分的肯定。
本论文集就是在以往的思考和讨论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上编收录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到“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研讨会之前的已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大体
反映了此前关于徽学内涵的思考。
这些论文都未作修改。
仍然保持发表时的原貌，为的是忠实反映思考的历史过程。
编者只做了必要的编排技术处理，并改正一些明显的错误。
下编为“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研讨会论文，各位作者在会议之后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和加工，有些
论文已经在刊物披载，因为都提交给了研讨会，因此也均予收录。
应该说，上、下两编反映了自徽学兴起以来徽学研究者们的思考。
与敦煌学相比，作为学科的徽学的历史还很短。
微学所面对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其学术含量和学术空间也许不是我们今天可以估量的，
各个专题的研究还刚刚展开，学术视野也需要不断拓展。
因此，这部论文集既是对以往和现阶段徽学理论思考的总结，也是今后徽学理论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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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徽学》就是在以往的思考和讨论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上编收录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到“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研讨会之前的已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大体
反映了此前关于徽学内涵的思考。
这些论文都未作修改。
仍然保持发表时的原貌，为的是忠实反映思考的历史过程。
编者只做了必要的编排技术处理，并改正一些明显的错误。
下编为“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研讨会论文，各位作者在会议之后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和加工，有些
论文已经在刊物披载，因为都提交给了研讨会，因此也均予收录。
应该说，上、下两编反映了自徽学兴起以来徽学研究者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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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徽州学在海外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关于徽州社会经济的研究，
在40年代仞我曾作过初步的探讨，日本的藤井宏教授亦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嗣后作者如林，附庸蔚
成大国，”这几句话概括了国内外关于徽州社会历史研究的进展情况。
今天，徽州的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史学界关注并致力研究的一个课题。
本文拟对海外研究徽州历史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在海外，研究徽州历史的学者中，较早发表有分量著作的，当首推日本的藤井宏教授。
他在《东洋学报》1953～1954年第36卷第1～4期上连续发表了《新安商人的研究》（此文由傅衣凌、
黄焕宗合译成中文，连载于《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总第2期及《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2期）一
文。
此文首先考察了明末清初中国各省商品流通的概况，以便了解徽商商业活动的舞台，继而探讨了徽商
的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
他指出，除云南、贵州两省尚未发现徽商活动的具体材料外，其他各省均有徽商活动的踪迹，尤以在
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带活动为最多。
“其营业种类是以盐商、金融商为首，以及竹木商、陶瓷器商、铁商、米谷商、茶商、木棉商、绢丝
商、饮食商等，几乎从事所有商业种类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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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编辑这本论文集的时候，校长黄德宽教授建议我写一篇总结徽学研究中心建设历程的文章。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建议。
第一，徽学研究中心自批准进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已有5年时间了。
5年时间不长，也不算短，对于新兴的徽学来说，至少在时间上是一个小的阶段。
第二，就徽学研究中心建设而言，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加以回顾和总结，既是记录历史，也有
助于今后的建设。
第三，随着中心的建立，徽学研究无疑加大了研究的力度，对于徽学的认识必然比以前深入，作为从
事徽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总结已有的认识，对于推动这个学术领域的走向深入，其意义更为重要。
黄校长实际上是中心的首任主任，在基地批准后，他才将此重担交付与我。
尽管后来的建设过程中，黄校长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心的工作，但更具体的建设过程他难以一一了解，
因此，就由我写下这篇文字。
一、选择徽学1999年6月下旬，学校快放假了，主管科研工作的韦穗副校长从省教育厅带回了教育部关
于建立普通高等学校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文件，要求申报基地的学校在7月12日前向教育
部报送预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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