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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
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停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
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
变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
回首过往的三十年，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
。
一方面史学走出“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
史学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
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
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
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
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
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
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
晰，以下数端应是目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一，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坚持写出“底层的历史”，无疑是符合这一领域学
术研究主旨的，但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则有可能使社
会史的研究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犯下与传统精英史学相同性质的学
术弊病，即重视一端，忽视一端，形成学术视阈中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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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
注重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研究，注重国家与社会及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
这种知识背景下，将地方力量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国家事务和地方社会的视角，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
与进一步细化，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个性、共性及时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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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利益纠葛中的官府、绅衿与民众：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围绕漕粮征派，中央
政权、地方州县及民众形成了紧密关联的三方。
征派漕粮的指令源于中央政权，任务落实于地方民众，中间的主要执行力量是州县官府，协同力量则
是绅衿胥吏。
也就是说，在漕粮征收过程中，诸多社会力量均置身其中。
然而，驱动各社会力量形成互动的不仅仅是漕粮这种征派形式，还有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而后者
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漕运中众多重大的群发性事件无不由此而生。
　　一抗粮：利益关系的失衡　　漕粮征派将中央政权、地方州县、绅衿及民众连接成了紧密关联的
多方。
从理论上讲，为完成一年一度的漕运任务，各方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围绕漕粮征派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收支各方应该大体保持平衡，至少不能过度偏离制度的规定。
否则，利益关系将出现失衡，其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我们常见诸史料的群发性事件甚至社会性运动。
　　漕运对清代王朝至为重要，时人称“天下之大命所系”。
有清一代，“京师民食专资漕运”，所谓“百官禄廪，满汉军民之饔飧，无不仰给充裕”。
所以，漕粮乃“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成为有清一代朝野上下的共识。
由此不难确定，王朝中央乃漕运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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