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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历史关系，近年来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史学界的

关注，已经成为新的学术研究领域。2004年的第十届中国社会史年会，①对这一主题作了

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思路和新课题。为了及时反映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进

展，试对主要论点略作综述。 
 

    一、理论视野与方法创新 
    如何通过研究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历史关系，深化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

化的认识，提高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是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之一，诸多学者发表

了自己的见解。 
    冯尔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主题报告《社会史研究走向新阶段的盛会》，

回顾了自首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以来18年的研究历程，认为其主导趋势是从社会生活史向整

体史方向前进，因而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例如，各种新兴的学术门类一一生态环境

史、身体史、社会医疗史、法律社会史等，在不同程度上纳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并

且出现向新政治史和叙述史回归的研究趋势。这些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直接推动社会

史成为历史学同其他学科联系的桥梁。 
    朱小田(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的《社会史的“整体性”与“田野工作”》，认为社会

史与传统史学不同，它着力关注普通民众，纷呈日常生活，深入具体社群，还历史以
“整体性”面。因此，社会史可以与直接研究民众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相互映照，而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也可以为社会史学者所借鉴，以改变史料搜集的途径，丰富
历史提问方式，构拟往昔生活情境，解读地方性知识，从而实现社会史的“整体
性”目标。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对风俗资源的历史解读和开发》，
认为风俗作为鲜活的、兼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经进入中国文化主流的视
野，应当用社会文化史方法深化风俗研究，对风俗进行历史价值的考察、验证，从
社会生活中发掘新资源，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外在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
来，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面地把握中国人的生活风貌和文化心理。 
    王玉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礼俗与社会控制》，认为习俗与礼仪形成
了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使它具有熏陶、铸造人们文化心理的功能，从而能够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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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和生活模式。中国传统社会除了依靠君主专制的政治制
度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统治外，还依靠礼俗进行社会控制，通过习俗及其外现的
礼仪来进行社会控制。因此，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性课题。 
    李向平(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宗教的权力表述一一中国宗教的公、私形态及其
秩序构成》，以中国宗教的社会形态作为论述基础，集中讨论中国宗教对于社会秩
序合法性及神圣性的论证形式，以及圣与俗两世界的整合过程及其和谐或冲突的社
会特征，提出公共宗教与私家宗教两种形态的整合模式，认为中国宗教的公、私形
态及其秩序构成影响到文化整合社会和权力认同政治，模糊了宗教与政治的边界，
呈现出如杜赞奇所提出的“象征盗用”、“承异叙述”过程，深刻地左右了中国社
会的历史演进。 
    叶文宪(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的《论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泛宗族化特征和分群
重于分层的社会结构》，认为礼仪是成文的习俗，习俗是不成文的礼仪，礼仪习俗
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的秩序，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具有强烈的宗族化倾向，维持的
是宗族社会的秩序。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分层重于分群的阶级社会，而是一个分群
重于分层的宗族社会，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宗族化倾向是中国社会宗族化结构的表
现与反映。 
    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视野一一以近代江南地区为
例》，认为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外来流民(客民)与土著居民之间暴力或非暴力的
冲突事件不绝如缕，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以文化学的视角进行深层次探究，可以揭
示出土客冲突是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即文化的交融是在不断的相互渗透、相互冲
突中实现的。就历史上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来说，流民亦为重要媒体；两种异文
化相遇，由于反差甚巨，客民又比较集中，往往经过隔阂、抗拒、渗透、冲突，逐
渐达到融合。如土著居民的群体素质较流民群体素质为高，那么，融合的过程就表
现为土著文化对异文化进行改造、同化的过程；当流民数量大大超过土著居民，客
文化就可能喧宾夺主。 
    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边界、仪式与秩序》．利用田野调
查和碑刻资料探讨乡村社会井池、官房(神庙)、戏楼等公共事物的集体建构，认为
乡村社会是以“份”的形式，实现家、户、区位、村庄边界的清晰划分，体现了
家、户、区位在公共事务中“分一合一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仪式成为乡村公
共事务的重要内容，村落内部家、户、区位的分立在仪式表述中有明确的象征意
义，而在多村庄构成的区域社会中，村庄的区域社会认同也通过仪式得以表达。 
    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的《进入城市的底层：成都个案与中国城市
史研究的再思考》，认为大多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都集中在政治事件、商业和经
济、国家和社会、城市发展和管理等问题，而对城市社会和社区的最底层却知之不
多。实际上，内地城市、社会底层、街头和邻里、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单
位以及公共政治等的研究，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和文化
的延续性的理解。公共空间是最能展示城市文化的地方，其在20世纪初发生了剧烈
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公共空间的重新建构、人们公共角色的变化、以及民众、精英
和国家关系的重新界定。在近代，成都作为一个内陆城市，较之沿海通商口岸保留
了较多的传统，普通民众、社会改良者和地方政府通过公共空间的运用，造成大众
文化的变化。因此，关于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考察将会对中国城市史研究开辟新
的方向，有助于扩展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视野。中国城市史研究应从沿海转向内地、
从精英转向民众、从大事件转向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从上层转到底层。 
    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对在寻乌的牧师夫妇及其身后的故事一一
近二十年来地方文化部门对基督教传教史的描述及其变化》，以有趣的个案解读毛
泽东《寻乌调查》对当地传教士的记述和定性，以及近二十年来寻乌文化部门对传
教士活动及其影响的认识和评价的变化，探讨这种变化背后的历史依据或社会历史
背景，强调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对史料或资料中所隐含的历史和历史观的解读和诠
释。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清末民初潮嘉民众关于“客家”的观念一一以<岭
东日报>的研究为中心》，通过考察清末民初汕头《岭东日报》中粤东客家知识分子
关于“客家”和种族问题的争论，探讨了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少数知识
精英建构“客家人”身份和认同意识的历史侧面，揭示了这一具有近代学术的“族
群”意义的“客家”认同对基层民众的观念和认同意识的影响。 
    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在真、假之间一一关于萧山湘湖史上的<



英宗敕谕>》，通过分析浙江萧山湘湖史上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历史文件即所谓《英
宗敕谕》的虚构与重构，揭示历史授权与民间精英的创造过程，认为民间故事的作
者和编者往往具有令人钦佩的指挥，他们心照不宣地模糊真、假的边界，巧妙地缓
解了历史真实与历史授权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满足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
需求，有利于维持各种利益间的平衡。 

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政府与商人关系中的区域观一一康熙年间湘南粤北
地区”新旧埠头之争”故事的解读》，通过对康熙后期湖南桂阳州设立盐埠时，以
桂阳州为一方和以郴州、乐昌为另一方的纷争过程的分析，透视所见之区域观念。
认为“区域”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观念，因时、因地而有着不同的表达，在某种
意义上，区域是一种益关系下的认同，是种感觉与体认，并非一个可以按照行省或
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来划定的僵化的地理范围，它们是基于自身特定诉求而形成的
观念，而这一观念是历史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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