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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复兴的中国社会史，已俨然发展成史学领域中的一门显
学，成果极其丰富。 然而，不同时段的社会史研究状况并不平衡，古代社会史、近
代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则起步较晚。 无论是在理论探讨
方面，还是在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方面，都和社会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存在着较
大差距。 可喜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中国当代社会史
的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突出的表现是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选题日
益丰富，研究视角不断拓宽，而且研究的方法、观点都与时俱进。 在此，就近年来
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主要研究作一总结，并对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思考。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

有关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探讨， 一直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较为活跃、被
学人广为关注的选题。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文章
有 600 余篇，仅 2010 年就发表文章 54 篇。 其内容涵盖了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
思考、研究方法的革新，对研究状况的反思、未来发展的展望，乃至对研究内容
的总结等。 可以说，社会史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并逐渐形成多学科、多角度
的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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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在蓬勃发展的社会史理论探讨视野中，也
存在着“区域失衡”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理论
的思考，多集中于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代社会史
领域，鲜有结合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而进行的理论
探讨。 虽然偶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理论探讨
仍然仅仅局限于“呼吁与倡导”阶段，很少结合中国当
代社会特点， 对当代社会史研究进行的问题讨论、学
术史反思以及全面的总结。 田居俭全面阐释了中国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从上下两个视角来
构建当代社会史研究体系的独到见解[1]。 姚力则提出，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国史重大问题为主线
展开，同时要抓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和
心理情绪三条线索，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
究视角相结合，从而达到总结当代历史、揭示当代社
会发展原因与动力的目的[2]。

应该说， 此类构想并没有跳出国史研究的框架，
也没有改变国史研究中按照宏大叙事的线索模式。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是否应当按照国史的框架
主线来展开？ 如果按照国史中的重大问题为线索，是
否会导致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仍然限于“新瓶装旧酒”，
这也是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行龙提出，“把社会史研
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 他多次强调中国社会史的研
究延伸到现当代史的必要性 [3][4]，并提出“从社会史的
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乃至当代中
国史研究”，这“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的一份社
会责任”。 同时， 行龙在社会史的研究实践方面也重
视在当代史领域的开拓，他主持的课题“集体化时代
的中国农村研究”，就是从社会史视角研究中国当代
社会史的崭新尝试。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
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并没有多少回应，尚未形成预期的
学术探讨与思维碰撞。

简而言之，中国当代社会史虽有学者在不同的研
究领域辛勤耕耘，但是其理论探讨却尚未引起学术界
足够的重视。

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

目前，在社会史研究者的学术反思中，常常把 30
年来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发展过程，归纳为几个阶段，
即最初的“整体社会史”，发展到“区域社会史”的繁
盛，再到最近几年的“新社会史”的倡导与实践。 这一
简约的概括， 基本勾勒了中国社会史 30 年来前进发
展的阶段历程。 比较之下，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虽然起

步较晚， 没有随着社会史发展的总体步伐而前进，但
目前的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似乎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成
长历程。

（一）整体社会史与当代史学
整体社会史是指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史

复兴之初， 史学界虽然对社会史的理解与认识不同，
但彼此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
历史或整体的历史。 由此，以往不在传统史学研究视
野之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礼俗、救济救灾等
选题均登堂入室， 成为史学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之
一。 这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也有体现。 例如，土地改
革运动一直是当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
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断推陈出新的领域。 王瑞芳
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土
改运动前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
的显著变化，而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我们党的阶级政
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5]。 这一研究，展现的就是对农村
社会变迁进行整体考察的研究路径，从该研究中体现
出的也是作者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整体性关怀。

此外，学者们还以某一社会组织或群体为研究对
象，展现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唐明勇通过梳理农民协
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盛衰之路，分析了农民协会由
出现、到兴盛，以致经历辉煌之后转而隐退的深层次
原因[6]。 崔跃峰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街头摊贩为
研究视角，指出摊联会筹委会的建立完善了政府对摊
商的控制机制，开辟了两者之间的信息渠道 [7]。 吴愈
晓考察了农村中的精英群体， 检验了 1978~1996 年
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
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8]。 诸如此类的当
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可以看出，在“整体社
会史”研究的发展带动下，传统的国史研究中被忽略、
被遗忘的专题领域也开始佳作迭出，给人以耳目一新
的感觉。

（二）区域社会史与当代史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思想理论的影
响下，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浪潮。 一
方面，社会史学者的研究目光开始转向社会史的区域
研究，关于这一内容成果非常丰富。 另一方面，社会
史研究中兴起了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
法，结合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对社会史进行问题重
构与全新解答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人对华南地区的宗族研
究，以及赵世瑜教授对华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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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在大量吸收社会学、 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之
后，将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从而更真切地感
受历史“现场”，形成对历史的“问题意识”，以“同情之
理解”的心态重新诠释历史，最终构建史学研究的新
范式。 在区域社会史发展的影响下，近几年来当代社
会史也涌现出用“区域社会”、“国家与社会互动”等理
论， 以及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研究。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对土地改革问题的重新挖掘，揭示土地改
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李里峰通过对山东、河北等省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材料发掘，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指出，土地改革
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在社会人、 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
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 另外，他通过对土地
改革中广泛发动农民展开“诉苦”这一过程中特定形
式的剖析， 分析了国家对民众进行动员的实施效果
[9]。 张一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南为中心的新区土
地改革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在新区土地改革中体现
的是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10]。李巧宁则以陕南土地改
革为例，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山区土地改革中的国家政
策、地方实施与群众互动结合起来，分析其中所蕴含
的深层社会原因[11]。

2.通过个人或群体来展示当代社会中复杂的社会
关系

行龙的《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
的个人生活史》，通过劳动模范李顺达从互助组、合作
社和人民公社三个历史时段的个人生活变迁史，揭示
了在中国革命和生产建设中个体、村庄、国家三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12]。陈德军的《声望、人缘与地缘———以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为考察中心》提出，新中国
成立前后中央在任命各地省 (区)主席(主任)时，也尽
可能充分地运用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声望、人缘与地
缘，以使人民政权的施政意志在新旧鼎革之际更为广
泛深入地抵达全国各地[13]。

3.通过婚姻家庭与女性地位的变迁，反映特定时
代的社会面貌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婚
姻家庭与妇女地位方面尤其表现明显。 李洪河以中
南区为例，考察了 1950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颁布施行后，婚姻法宣传对当地民众实际婚姻生
活的影响[14]。 高小贤选择 20 世纪 50 年代陕西关中地
区举办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为例，
分析该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并阐明国家的经济

政策如何同妇女解放策略交织在一起[15]。金一虹通过

20 世纪 50~80 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
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女性新的劳动角
色的形成 [16]。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政权对妇女
解放的大力提倡，在舆论中女性地位一度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 但是，是否女性走出家庭和男性同工同酬就
代表女性摆脱了羁绊， 彻底走上了妇女解放的道路
呢？ 可以看出，这也是家庭婚姻与女性研究中需要进
一步探讨的问题。

4.通过社会生活的某一问题来展现某一历史时
期的面貌

都市文化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
都市文化与大众心理、社会风尚、文化传统等多项内
容都有联系，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社会文化。 周武对
革命文化与都市文化的衍变及二者互为影响的关系，
进行了辩证分析。 1949 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
量，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地区性的文化变为
统领全国的主流文化。 革命文化由农村到城市，与都
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
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
迁[17]。美国学者 Wilson Verity 对 1911～1976 年中国夫
妇的衣着服饰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衣着服饰不
仅仅是社会风尚的外在表现，深层次的社会变迁往往
也开始于最表层的生活层面，反过来说，民众生活中
最普通的服饰变化，体现了社会的变迁，也体现了多
种文化的交汇融合[18]。

5.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与保障的历史梳理，
揭示国家政权与社会互动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区性的疾病防控工作成绩较
为突出。 以东北地区的鼠疫控制与防控为代表的卫
生防疫事业，上海市对流行性天花的应对与治理情况
等，都是社会改造中的重要内容。 这不仅关系到民众
的安全，也直接影响公共秩序。 另外，新中国成立初
期在城市中普遍推行的对城市游民、乞丐等的改造措
施， 已经有多位学者进行探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家和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卓有成效。 高
冬梅（2010）以河北省为例，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弱
势群体得到政府救助的详情； 韩勤英 （2007） 则对
1949～1952 年国家对失业知识分子的救助进行了分
析，并选取北京为研究区域，考察了此时期北京的贫
民救济情况；李小尉（2007）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
贫民生活救助 、 乞丐救助进行了深入考察 。 谢涛
（2009）则以广州为例，具体考察了 1949～1953 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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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体系的构建状况，并由点及面，对这一时期国家
的救助体系进行了评析。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整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
期，虽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范围广、救助方法多样，但
是从长期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政府包揽救
助领域，排除民间力量的参与，影响了救助力量的全
面整合， 削弱了救助的实效等。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无论是地区性的公共卫生、疾病防控，还是城市中的
社会改造问题、社会救助问题的研究，均已取得长足
进展。 但是，目前的多数研究成果局限于对具体地
区、具体事例的梳理上 ，鲜有横向比较和个案的深
入挖掘。

（三）新社会史、新革命史范式的探讨

21 世纪以来， 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在广泛吸
收西方的多种理论概念的同时，也累积了比较扎实的
学术基础，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社
会史研究中影响愈来愈显著。 但是，在社会史努力建
立“多学科对话图景”之时，也有学者继续发扬社会史
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不断提出种种学术反思，进行
自我否定之否定，并提出“新社会史”、“新革命史”范
式的探讨。

提出“新社会史”的代表学者是杨念群。其主要观
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史的未
来发展要大力构建本土的“中层理论”，在社会史研究
实践中，建立与中国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
构范畴，并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
文化的可能性”。 第二，提倡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并
呼吁历史人类学的“在地化”感受要和其他阶层的感
觉世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 [19][20]。 另一位代表学者孙
江的观点则有所差异。 他认为中国“新社会史”发展
的关键，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
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即放弃构
建整体史的想法，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
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
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 建立起一套本土化的中国社
会史[21]。 “新社会史”倡导者们虽然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但其在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意义是一致的， 即力图
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开拓出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

“新革命史”这一概念，则是由李金铮针对目前
中国史学界的 “忽略重大历史课题而趋于枝微末节
的‘碎化’现象”而提出的。其实，社会史作为一种视角
和方法，可以研究任何重大的、细微的、复杂的历史现
象。 按此理解，传统的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也可以将革

命与社会结合起来、用社会史方法进行考察。 更为重
要的是，如果能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入中共
革命史和国史领域，则传统的革命史学一定会焕发出
新的光彩。 李金铮的《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
间借贷政策新解》一文就是用社会史的视角透视革命
史中民间借贷问题的“新革命史”的尝试。概而言之，
相对于传统史学来说， 社会史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范
式的转变，如果将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引入到革命史、
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中去，无疑会发现一片崭新的
天空。

除了“新社会史”、“新革命史”之外，在其他的研
究领域中国当代社会史也有长足的发展。 例如医疗
社会史，李德成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的实行和推广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在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的推广下， 广泛培养了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为
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提高农村居民对基本
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改善农村人口
的健康水平作出卓越贡献。 这甚至被一些国外专家
赞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 “中国模
式”[22]。 王胜、刘英琴选取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
以农业为主的平原小县———深泽县为个案进行微观
研究，对集体化时期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效及促其兴衰
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23]。 张晓丽对 20 世纪 50 年代安
徽淮河地区遭遇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对灾后的农村
进行的医疗救助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
社会救灾中的作用[24]。

环境社会史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又一引领
学术发展的热点，“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
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25]。早期的环境史
较为注重从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影响的角度来诠释。
近年来， 随着中西方环境史的交流与学习日益增多，
环境史的研究开始朝向更加注重“社会环境”的角度
发展。 王先明提出，环境史的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同样重要，在学术研究中，理论研究应该结合客
观现实，逐渐形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类社会
历史这样的‘环境’话语”，从而展示人类社会生活演
变进程的丰富性和多面性，并可以在人与环境、历史
事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 获取更为深刻、
更具历史洞见的理性认知[26]。 从这个角度来看，21 世
纪以来环境史的社会史发展取向，不仅体现了历史学
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
呼唤。 张连辉、赵凌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
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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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环境观经历了从环境改造型、 发展到环境保护
型，再发展到生态文明型的两次转变过程。 并通过分
析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互动，对环境观的演变进行历
史的考察，来探寻环境观演变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启
示[27]。此外，赵英兰的“近代以来东北区域生态环境与
社会变迁研究”也属于环境社会史。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发
展已经逐渐得到史学界重视，无论是选题的视角与方
法，还是探究问题的宽度与广度，都是以往的当代中
国社会研究所未曾达到的。 但是， 不可回避的是，中
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目前
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多局限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区
域的、局部的，甚至短时段的历史考察，而缺少对研究
对象进行长时段的、纵向的全面研究。 第二，社会史
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仍需要在中国当代史领域中
进一步地推广。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发展，应广泛吸取中西方的社
会史思想理论、研究视角与学术路径，形成当代社会
史坚实的学术基础、科学的研究体系、丰富的资料储
备与新颖的研究方法， 从而在新世纪社会史整体的
“多元发展”中，开拓出一片广袤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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