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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夏明方编著的《新史学(第6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包含以下论文：杰森·摩尔《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
部环境史？
——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深尾叶子、安富步《森林的消失与近代“满洲”的形成——关于近代
空间建构的社会生态史学考察》，王建革《渐渐旧了：常熟水网与水利生态（9-17世纪）》，邱仲麟
《明清晋北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汪利平《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文化政治》，侯深《远离城市的
地方》，夏明方《在民主与专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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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领域”以及“近代的公共性”的概念一概没有论及。
①　　然而，这样的误读无论有多么荒唐，就其实质而言，正如这位被误读者一语所道破，它“也许
是现在中国历史研究动向的一种表现”。
在我看来，这一动向，就是中国学术界力图在中国内部寻求一种类似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的趋势和
潮流。
其源头所自，恰恰又是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端于美国中国学界的有关中国历史时期之“市民社会”
或“公共领域”的研究。
笔者对此一潮流及其在中国大陆学界的流播与演变曾有简要的梳理，兹不赘述，②但当时未及明言而
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讨论，主要的或大部分都与包括救灾备荒在内的慈善活动或公共
事业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早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孔飞力以其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太平天国战后重建的研究，率
先揭示了地方绅权扩张与清末自治运动的关系。
尽管他所强调的是地方军事化带来的影响，毕竟也涉及到有关地方安全的公共事业问题。
兰金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即“非政治化”的民间慈善和灾害救济领域，对浙江地方精英能动主义与辛
亥革命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及政治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当时看来极具开创性的探索，进而对罗威廉的汉口
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后者一改其第一部汉口研究专著中的“反韦伯的韦伯”的立场，直接将哈贝马
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其所谓“近代早期”）汉口城市社会福利与公共事业
建设之中，且反复强调他的研究与兰金的相似之处，从而在国际学界引发了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讨论
。
不同的是，兰金是以下文将要探讨的晚清义赈为突破口，从一种跨区域宏观动员的角度，来显示浙江
地方精英的能动主义精神，以及在随后的内忧外患刺激之下如何越出慈善公益活动的范围，直接进入
政治抗争的阶段，即地方精英活动的政治化过程；罗威廉则将焦点集中在汉口本身的社区认同与社区
建设之上，描绘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商人如何在其移居地导致空间格局的新变化，进而在社会福利与
公益方面建设公共领域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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