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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社会的历史，首先臣服于明清时期士大夫的论述框架，继而埋没于近现代国家机器的改造运动，
现在又服从于经济发展或旅游开发等商业需要。
举国皆然，何独徽州？
误解过去，就会扭曲未来。
正确理解过去，才有可能把握未来。
本书建基于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努力探寻婺源主要村镇的宗族结构、经济活动和宗教民俗，旨在重
构1949年以前婺源的真貌，让读者从老人家充满乡音的追忆之中，找寻中国地方社会生机和原动力之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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