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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块奠基石 

行  龙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2005年5月间，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了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主编的《民国时

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系列丛书。该丛书内容庞大，种类繁多（共10卷193种实证调查

研究），收编了人口、乡村社会、城市（劳工）生活、底边社会、婚姻家庭、社会组织、社会保障、宗教

民俗、文教事业以及少数民族等社会调查内容，全面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真实图

景。因此，《丛编》的问世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学术赞誉和好评。 

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学界流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社会，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社

会。无论当今中国社会史学界在社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乃至方法等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无论怎样

看待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对社会史而言毕竟有诸多契合之处。翻检《丛编》所收的

近200种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我们感到许多都是当今中国社会史需要深入开展研究的领域。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丛编》就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块厚重的奠基石。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史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复兴以来，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与传统史学关注政治

史、军事史、外交史以及上层人物命运的研究路径相比，社会史以其“自下而上”的学术理念为当代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借鉴。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兴起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为整体社会史不断地

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动力，其学术潮流可谓方兴未艾，蔚为壮观。在逐步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帝王将

相”、上层人物的研究窠臼过程中，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为中国史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构建了

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但是，社会史倡导“自下而上”的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理念在为中国史

学传统摆脱困境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社会史的资料问题。由于社会史研究的主

要角色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的衣食住行、习惯信仰、风俗礼仪、人际交往、喜怒哀乐等日

常表达很难像传统史学中大人物历史那样有较为系统的文献记载，也就是说如何解决社会史资料问题是社

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放眼时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方

面我们可以不时听到因资料缺乏而难以深入的感叹，另一方面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种种选题又足以令

人眼花缭乱。社会史研究的深化，需要深厚而扎实的资料作为基础，这也是一个“硬道理”。因此，历史

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联盟不仅丰富升华了社会史的理论范式，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社会史资料的发掘

和利用，比如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鉴就使得社会史研究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寻找到了大量弥足珍贵

的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这种学术联盟对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推进就是大量的

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的发现和利用。从这一层面而言，凝结了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夏明方和黄兴

涛三位教授多年心血的《丛编》之系列丛书，对于深入开展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宽

广的资料平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在历史研究领域，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必须有其不可或缺丰厚扎实的资料作为支撑和基础。

尽管历史研究的资料可以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去搜集和整理，但文献资料恐

怕还是最基本的资料。如果说，195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对于当时中国近代史的

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话，那么，《丛编》对中国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推动作用也将是无可替代

的。笔者还相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丛编》对中国社会史及区域史的积极作用会更加凸现，影响会

更加深远。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迁、动荡不安的时代，“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

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见《丛编》前言），城乡社会生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世态景象。而众多

社会学者、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为了探究中国社会的改造路径，凭借先进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技术真实地记

述了那一时代城乡社会生活的立体图景。所以，《丛编》“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

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

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见《丛编》前言）。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者

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并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和学位论文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经李文

海、夏明方和黄兴涛等人多年的艰辛努力和收编整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以系统全面的文本形式得

以展现，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丛编》中收集的193种城乡社会调查，每卷都凸显着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方

法、调查技术的娴熟掌握和运用。也就是说，《丛编》不仅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众多的第一手史料，同时

社会调查研究本身所含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解析问题的策略对社会史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例如人

口卷共收编了23种城乡社会人口问题调查，涵盖了北京、河北、山西、江苏、南京、上海、福建、广东、

东北等省市所辖的城乡地区。而人口调查的详细内容又多以某一微观区域社会为中心，考察分析了人口数

量、年龄、出生率、死亡率、性比例、婚姻家庭、人地关系、人口迁徙、职业等诸多实证性问题，详实地

勾画出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人口状况的多维画面。至于开展中国城乡人口问题调查的学术依据，社会学家

许仕廉在《中国北部人口的结构研究举例》一文中指出：“我们从人口研究起始，因为人口现象与社会生

活有很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人口之增减、人口密度、生产率与死亡率的变迁、人口的移植、人口的地

理分布、城市之增长、年龄与性别之分配、种族与籍贯、低能与残废人口之多寡、赤贫与救济、职业之分

类、婚姻状况、离婚及私生子情状、文盲百分数等等，很可以表现社会变迁和社会作用状态。譬如工业化

的社会，有很大人口密度和城市人口之增加。不进化的社会，常有高生产率、高死亡率和高的文盲百分

数。矿业社会多男子，农村社会多女子。在幼年人百分数高的地方，社会变迁极速，社会不宁也很普遍；

在男多女少的地方，多犯罪、多恶习、多社会流动；在男女数平均的地方，重保守、重道德、重安宁；在

自杀盛行的种族团体，少杀人罪或强奸罪；在犯罪盛行的种族团体少自杀。这些例都是指明人口现象与社

会变迁有密切关系”（见《丛编》第389页）。因此，城乡人口问题调查不仅体现了社会学对现实社会问

题的关怀，同时为构建民国社会生存图景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还有社会学家乔启明在《山西清源县143农

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中就男女结婚年龄相差悬殊问题的独到见解仍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男子成婚年龄

并不算迟，可是女子却太早，此中原因，固然是一处的风俗使然，但风俗的构成，是不能离开事实的。其

中主要的因子，实在是因为山西女子过少，男子成婚已成了难题，女子已变成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

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此种特殊社会情

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上不无影响”（见《丛编》第63页）。如此等等。披览10卷193

种调查资料，尽管时光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老一代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精辟论述仍有着巨大的

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丛编》中各类社会调查报告中所载有关研究对象的调查指标、数据资料以及自

然社会因素的一般性论述均有利于社会史研究立足现实，进行区域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从国家制

度、社会结构等宏观视角去剖析某一区域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的深层次问题。 

纵观《丛编》，笔者认为其中还隐匿着一个对社会史研究至关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走向田野与社会

的学术路径。每一专题的调查研究都试图从一个或几个具体微观区域入手，有很强的实证性，这种对特定

时空中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研究理念上有助于深化社会史研究。我们知道，社会史研究几乎涉及到了

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实践中，研究者不仅能够在特定的空间里“体

验”历史，还能发现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原始资料。不过，如何走向田野与社会？如何从历史和现实的融汇

点上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又如何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田野社会中的特定历史情景相对接，进而把社会史

课题研究提升到具有普适意义和现实关怀的水平？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丛编》系列丛书的每一卷专

题、每一篇社会调查报告中为上述诸问题找到可资利用的模版。例如社会保障、社会组织问题，在当前中

国农村社会中相当突出，成为了社会问题的焦点。不过依笔者管见，此类问题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并不多

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丛编》中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两卷的城乡调查必将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起

点。而这样的课题研究对于目前中国城乡社会组织、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此

外，乡村社会卷中《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一文结尾附录的“调查应用问题”尤其值得借鉴，实属开

展乡村社会史研究不可多得“系谱”，而且笔者认为著者精心构建的社会调查“系谱”来自于对乡村生活

真实图景的反思和关怀。我们甚至找不到一点点“西学化”的影子。这样一种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

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作用。社会史研究之所以能在史学界独领

风骚，一方面在于其研究主题的转型，另一个就在于其多学科渗透的理论方法。尽管走向田野与社会，进

入“历史现场”与被研究对象“亲密接触”，的确让社会史研究者欣喜万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者也

常常为选题而犯难，因为既要选取一个底层社会事实作研究对象，又得依靠丰富史料的支撑。可以说，

《丛编》的问世将使得社会史学者的这一两难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化解。 

当然，20世纪前半叶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

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散佚海外”（见《丛编》前言），我们也不能苛求第一批收编的10卷193种

社会调查就能囊括民国社会的全程图景。比如当时由外国学者主持并用外文写成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以

及现在仍不易见到的众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田野考察的人类学作品还需要不断地去发掘和整理。不过，我

们相信在李文海先生的主持下，《丛编》第二批、第三批等将会相继问世，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将在这块宝

贵的奠基石之上做出更多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笔者不禁浮想联翩。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家以其科学务实

的态度、严谨治学的精神成就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辉煌时代。他们学习西方而不崇洋媚外，走向田野而

不尚空谈，贴近中国实际而不疏离现实，学术的关怀成就了学术的成果。以起步阶段的社会史反观起步阶

段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可以学到的东西实在多多，前面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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