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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炳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成化弘治后的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之具有重大的学术
价值，也有利于后人以史为鉴，从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12
月出版了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该书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了
系统研究，全书除绪论和附录外，凡分九章，长达690页，约70万字。作者不负众
望，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难得的优秀成果。通观全书，有如下三点突出的优点。 
    一、视野宽广。充分总结了过去中外史学的有关研究，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
各种因素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社会的变化是多元的，因而历史研究不应是政治
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等的简单汇集，正确的作法应是朝向整体社会各个层
面的综合把握。本书的作者还认为，15世纪以后开始了世界连成一体的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进程，中国已开始了融入世界的步履，因而对于此后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
脱开世界进行孤立的考察。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作者采取了“整体世界——多元社
会”的研究取向。既注意对纷繁复杂的成弘后明代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
角度的深层次思考和研究，寻求多元综合的把握，又注意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与世
界重大变化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以揭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互推互动作用。这样的
角度，无疑大大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有利于深刻全面地弄清这一时期的社会全貌，
表现了作者的高见卓识。 
    二、创见迭出。本书各个专题的作者，都对其所撰写的专题素有研究，因而结
论皆是独立研究的宝贵心得。翻开本书，可以发现创见迭出。其所持观点，多是独
家新见，即使前人已有涉及者，在本书中也得到了撰者的深化发展，或修正完善。
大到宏观看法，小到微观考订，无不如此。 
    本书第一章“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指出：明代有三次人口大流动，明初洪
武永乐年间的人口大流动，是为了恢复元末以来战乱所破坏的农业生产，重建小农
社会；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年间的流民运动，主要起因是封建政府的赋役剥削和自
然灾害。明代后期的人口流动，主流是为了改变经营方式，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这是作者通过长期刻苦研究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很有独到之处。其他章节，如
第二章“商业与社会变迁”、第三章“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第四章“晚明的
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第五章“变迁中政府权力的转移”、第六章“对明代卑幼
人法律地位的考察”、第七章“军户与社会变动”、第八章“东林党、复社与晚明
政治”、第九章“泰州学派与儒学平民化趋势”，都有很多新的观点，使人读后耳
目一新，受益颇多。 
    三、功力深厚。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在材料收集上下了很大功夫。笔者统计其
书末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古籍文献345种、中文论著150种、外文论著65种。
其中古籍文献遍及官修实录、正史、政书，私修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笔记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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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史书，以及档案、奏疏、诗文集、方志、年谱、家谱、碑刻、契约、书信等各种
第一手资料；中文论著包括著作107种、论文43篇；外文论著包括西文32种、日文35
种。这样大的统计数字说明，作者无论在搜集资料上，还是在调查前人研究状况
上，都作了极大努力。 

以上三个优点，使得本书对以前学术界关于成弘后明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进行
了充分的总结，并将该课题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无论关于总体研究的角度
方法，还是关于具体问题的考实剖析，无不如此。这标志着该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本书不愧为里程碑式的研究巨著。除了优点外，本书也难免存在应予
商酌之处。如各章关于明代分期的用语，并非完全一致，即为其一。但本书的优点
无疑是主要的，也是最有意义、最应注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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