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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30年来，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学术前沿，人们希望通过对各个区域社
会历史的深入剖析而获得对中国整体史的新认知。
在众多的区域中，江南社会历史尤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青睐。
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学界虽无统一看法，但大致可包括今日之苏南、浙北、上海与皖南，其核心则
为苏、松、常、嘉、湖、杭、徽地区。
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
中心，区域内有六朝古都金陵、南宋古都临安、明清都会苏州以及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
近代以降，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汇，开始了中国区域社会最早的近代转型。
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传统的江南区域为核心发展而来的。
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社会的学术潮流兴起于20世纪前半期，百年来学者对江南的政
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
所涉及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近30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
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
、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
鸿篇高论，不胜枚举，可谓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令人目不暇接，研究水平之高是没有一个地区能
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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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系列之一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
心1368-1950》分册，书中包括了：蚕桑丝织区域性交往圈中的盛泽、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嘉湖区域的影
响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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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商品流通的顺畅与市场机制的运行必然带动市镇丝织业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对盛泽市镇
专业化性质及其丝织业生产专业化的探讨也有不少学者涉及。
洪焕椿认为，江南市镇兴起和商业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与副业、工商业结合的兼业化道路，
并举盛泽为证。
陈忠平的研究显示，在苏嘉湖三府毗邻的数县中，东起盛泽，西至乌程、归安一带濒湖区农家养蚕业
最为发达，从其南北两侧向该地贩运桑叶的贸易也最为兴盛，这一区域的蚕桑业专业化拥有相当高的
水准。
樊树志指出，明清时期，盛泽周围四五十里间，农家都已经把绫绸作为主业，丝织业产品价格的高低
，成为决定当地农家“有岁无岁”的主要依据。
到了民国时情况依然如故：农家织成后，卖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
赵冈也注意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简单的丝绸生产不断向农村靠拢的现象，并以盛泽作为典型的例证
。
彭安玉在讨论了专业化、商品化生产对市镇化的影响时，亦举盛泽为证。
龙登高则通过盛泽的例子，说明专业市镇的勃兴正是因为手工业的发展，而其生命力在于拥有广阔的
市场。
最早提出“专业市镇”一词的是傅衣凌，他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
于当时社会生产，即商业、手工业、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并成为全国性国内市场
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乌青、南浔、濮院、盛泽等地“和丝织业有密切的关系”，“像这一类新兴的
专业市镇，在江南地区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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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生长于漓水之滨的桂林，乍来江南，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新鲜。
2002年来沪考博时，当列车抵达浙北境内，引入眼帘的那一幕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精耕细作的稻田、
奢华气派的村舍、鳞次栉比的厂房，在与家乡极其相似的翠绿葱茏间，少了些许灵秀恬淡，却洋溢着
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独坐车窗前的我不禁感慨连连：在这块人文荟萃千余年的土地上，传统积淀与现代气息竟有如此和谐
的交融，其动因何在？
在有幸师从唐力行教授进行区域史研究之后，这份初临江南的感慨促使我有了将探究江南的历史底蕴
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方向的冲动。
然而，江南历来是中国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在研究方法、视角上引领经济史和区
域史的风气之先。
我并非江南人，之前亦未涉足过任何相关的问题，既缺感觉，又无基础，能做好吗？
在唐老师的不断鼓励和督促之下，我试着将自己硕士阶段对横向历史运动的思考同区域研究的考察模
式相结合，把江南放在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大背景之下，并将盛泽镇这一“资本主义萌芽”讨
论中的经典例证作为个案切入点。
区区20余万字，必定言不尽、道不完江南的种种，仅止算做一个异乡人的有感而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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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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