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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通史研究的创新之作
———评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汪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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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在通史研究领域还是专题史研

究领域都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 近来，李文主编的社会史“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一书，既体现出研究者扎实的

社会史研究基础，又对社会史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作出了阐释，凸显出著者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旨趣。

［关键词］ 中国当代史 社会史 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史学危机”现象

和学术发展需要的双重背景下应运复兴。 就当时 “史学

危机”的整个特点来看，旧有的史学研究的理念、方法、模

式等与变动中的社会现实生活产生了明显的落差，那么

研究者在史学研究中会有一种迷失和失落的感觉。 现实

的社会变动要求在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中通过理论

的层面予以回应和反馈。 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组成部分

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尽管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诸如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的通史研究方

面，到目前就有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5 卷）》、

朱汉国主编的《20 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

生活卷(1949—2000)》等。 但就其整体研究而言，国内有

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进展比较缓慢。 不过， 近期中

国社会科学院李文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的简明 “通史” 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1949-
2012）》，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这是近

五年来史学界又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的“通史”著述，具有

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理论价值。 下面笔者对该书作一简要

的评析。

一、体现出扎实的学术史研究基础

在学术研究中， 首先对相关学术的研究状况进行梳

理和考察，紧跟和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现行相关专题等

研究，打好基础，无疑是确保学术研究成果质量的一个重

要前提。 具体到这部著作而言， 主要体现为该书的作者

们相继发表的一批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论文，成

为完成这部书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诸如，关于专题类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李文的《新时

期、新阶段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等；有关学

科建设问题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李文的《国史中的社会

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以及姚力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的基本问题》等；有关学术史研究述评的论文，主要有李

文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专题研讨会

综述》等。

二、关于社会史研究理论问题的阐释

这里的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 是指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理论和方法、历史主线和分

期等问题的阐释。 作者在该书的绪言部分， 作了详细的

交代和阐述。

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李文指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首先是社会史， 属于中国现代社会

史或当代社会史的范畴。 尽管在新中国微观社会史的研

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贯通下来的、较为全面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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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社会史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理论

体系和框架结构正在构建中，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史》一书目前尚属初步尝试。 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史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完全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的一个新分支学科。

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李文指出，

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的一个重要新分支学科，要以丰富和充实现有的中

国当代史研究为宗旨。 为此必须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现

有成果为基础，以中国当代史揭示的复杂面向为背景，以

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为借鉴。

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主线和分期， 李文

指出，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那么

不断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这个阶段当代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主线。 因此， 2012 年以前新中国 60 余年的中

国 当 代 社 会 史 大 致 可 以 分 六 个 阶 段 加 以 讨 论 ， 即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

个阶段； 从 1956 年中共八大到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

结束是第二个阶段； 从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

后到 1982 年是第三个阶段； 从 1982 年到 1992 年是第

四 个 阶 段 ； 从 1992 年 到 2002 年 是 第 五 个 阶 段 ； 从

2002 年到 2012 年是第六个阶段。 所以， 新中国 60 余

年的社会发展史， 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中国当代

社会建设史，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民生

进步和发展趋向的走势值得重点关注。 笔者认为， 该书

对于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和阐释， 不仅是深入

考察当代社会史研究进展的重要性环节， 也是深入推进

其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三、凸显了著者的社会史研究旨趣

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具体“写法”，国内学者们有

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比如， 治学中共党史的张静如关于

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观点，主要是提倡一种“通史”

研究。 他曾指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是历史学

中层次最高部分，立于各类专史之上。 ”“研究社会，必须

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

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

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等。总之，研究社会，

就要研究物质和精神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

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迁。 ”[1]

而治学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朱汉国却认为， 中国当

代社会史应当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 中国当代社

会史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

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因此，中国当代社会

史的研究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 以论述社会建设为

核心， 以揭示当代社会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 且在研究

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

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 并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

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2]。

总的来看，李文所主张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是另

外一种“专史”说。他认为，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是个“大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

的“社会”与这个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大致相

当，所以是个“小社会”。 因而，需要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来

构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结构、社

会管理、民生和社会事业、社会 生活、社 会心 态 (社 会心

理、社会思潮)等。 因而，李文主编的这部简明的中国当代

社会史的“通史”著作，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史研究

框架，并粗略地勾勒出了 60 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建

设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脉络，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为指导，遵循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 研究方法和框架

设计上除了国史、党史研究的现有基础以外，还广泛借鉴

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成果。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领域，

不仅因为是正在行进的历史， 而且也并没有太多可供借

鉴的研究范式。 而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所开创出来的一种较新的著述探索， 丰富和拓展了当代

社会史的通史研究。 另外， 以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

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 增强了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

究的历史厚度与理论视野， 既要能够深刻揭示中国当代

社会变迁过程的发展规律， 也要展现中共与当代社会变

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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