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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述评 】

２００１
—

２０ １０ 年台湾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

唐立宗

【摘要 】本文 尝试概介廿一世 纪初 第一个 十年 的 台 湾 明 清地域研 究动 向
，
透过

“

城镇 空 间 与

日 常 生 活
”

、

“

社会风 气与 物质文化
”

、

“

士绅 角 色与 人 际 关 系
”

、

“

学 术事业 与 文教脉动
”

、

“

军 事 防

御 与社会秩序
”

、

“

基层组织 与 行政运行
”

、

“

市场 交 易 与 商 品 经 济
”

、

“

水利 建设与 灾 害 防 治
”

、

“

民

众信仰与 宗教 场 域
”

、

“

家族发展与 妇 女地位
”

、

“

移 民 开发 与 生 态 环境
”

各面 向 的 观察
，

使读 者 明

了 台 湾 明 清 史研 究的现 况
，
增进 日 后 学术对话的 可能性 。

【
关键词

】
明 清 史 ；

地域社会
；
台 湾 学 术界

楔 子

近年笔者选开了几门课 ，其中课名
“

中国地方志与地域社会研究
”

并非新创
，而是沿用

本系旧有的课名 、课号 ， 因此笔者不揣谱陋 、妄为续貂 ，开始为学生讲授传统志书特点与明

清地域社会史相关研究 。 接下这门课程的同时 ，笔者不免想到 ， 台湾各大学院校历史系何时

出现类似的课程？ 明清地方史 、地域社会乃至区域史研究的专题课程又是在何时开设？这些

课程能否呼应在 目前台湾明清史学界的研究取径与趋向呢 ？

其实
，
徐泓曾很敏锐观察到近年台湾各大学历史系明史教研 、课程的变化 ，指 出随着教

师关注方向 的转变 ，
已从政治 、经济转向社会与文化 ，

各校均开始增设地域社会 、社会文化

史方面的课程
？

。但徐泓并未就此趋向再深人分析论证 ，特别是地域社会的研究引介与研究

风气 。 倒是王鸿泰已针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潮流 ，进行相关的回顾与展望 ，强调新社会史的

实践意义与成就？
。

就广义角度 ，无论是地域社会或是社会文化史 ，
可说都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下相承

滋长 。 自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 ， 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展出新的研究动向 ，亦即 ：

一则积极开

发生活 、文化议题 ， 由社会变迁等相关讨论衍生出消费与物质文化的新课题 ，特别是对台湾

＊ 原旧稿 《近十年 台湾 明清地域研究概介 （
２００１
—

２０ １０
）
》曾刊 于 曰本 《中 国史学 》第 ２２ 卷

，

２０ １２ 年
，
但由于字数限

制 ，该篇刪去了学位论文介绍与相关论述 。 本文则在原架构下增补与修订 ， 因此内容已与旧稿有若干差异 ，并 以此文庆

贺徐泓老师七秩寿辰 。

① 徐泓 ： 《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 ，台北 ： 台大出版中心 ，
２０１ １ 年版 ，第 １ ６８

－

１７４ 页 。

② 王鸿泰 国济民到声色犬马￣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明史研究》 ，
６３

（
２０１ １

）
， 第 １ ８

—

３７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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麕立宗 ２００ １ 

—

２０１ ０ 年 台湾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学界而言 ， 如同王鸿泰前述分析 ，有着新社会史的实践意义 ； 另
一则是以微观视角展开区域

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尝试从特定区域的探索中 ，
深人理解真实的传统社会脉动 ，认识到唯有

清楚明 了地方社会 ，方能避免以偏概全的弊端
？

。就后者而论 ，台湾学术界对区域史的重视始

于多方路径渗入交汇 ，例如强调科际整合的
“

浊大计划
”

带出研究不同区域的借镜 ，从欧美学

术思潮汲取
“

巨区理论
”

与思考
“

中 国中心观
”

的议题 ， 乃至
“

中研院
”

近史所推动
“

中 国现代

化之区域研究
”

的历程 ，都使得更宽广多元的地理视域研究成为可以推展落实的方向 。

揆诸台湾各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 ，
最早具有地域意识的明清史教研课程 ，应该是 １ ９９７

年徐泓在暨南国际大学开授的
“

明清华南社会经济史专题
”

，数年后他也在台大历史系开授

同样课程 。 １ ９９８ 年 ，
厦门大学陈支平到暨大担任客座教授 ，讲授

“

明清华南社会经济史研

究
”

课程 ， 开启访问学者到台湾开授明清地域课程风气之先 。 紧接着是 日本的滨岛敦俊 ，

２０００ 年他受邀至政大 、
暨大开

“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社会研究
”

等课程 ，
２００ １ 年后 ， 滨岛教授

在暨大接连开设以
“

明清江南
”

、

“

明代华北
”

为名诸多农村 、
社会 、经济与法制方面的专题课

程气 同时他也在台湾师大 、东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传授细致问学的研究方法 。 至于以地域

社会为名的课程 ， 当以 １９９８年刘石吉在暨大开设的
“

中国地方志与地域社会研究
”

为先河 ，

尔后刘石吉在成大 、 台大等校均曾开授过类似的课程 。 而暨大 自 ２００６ 年起 ，还陆续聘请到

中 山大学刘志伟 、厦门大学郑振满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游子安等学者前来开授
“

华南地域社

会研究
”

课程 。 至 ２００９ 年 ， 中正大学张秀蓉开了
“

清代地域社会专题研究
”

课程 ，
２０ １２ 年成

大许守泯则开
“

地域社会研究专题
”

，
由此可见明清地域社会课程被重视的程度 。 不言而喻 ，

课程名称的改变 ，代表课程内容将会做对应性的调整 ，学生的学习报告与讨论内容也会有

更积极性的研究 ，其投稿与学位论文或有影响 。

之所以不厌其烦说明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变化 ，在于 自 １ ９９０ 年代中期起 ，
正是笔者在

校园内研修学习的阶段 ，有着直接而深刻的体会 ，
也获得不少师友见闻 。 回顾与寻绎鳞爪 ，

徐泓在暨大 、 台大推动华南社会经济史相关课程 ， 当与其在香港科技大学和
一

群志同道合

的
“

华南研究
”

学者共事 、交流之宝贵经验有关 ， 同时他也不囿于既定学风 ， 多方促成担任过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的冯尔康 、常建华来台讲学 ；
此外 ，刘石吉利用志书讨论明清市镇 ，并

多次赴 日进行教研 ， 即时接触到 日本地域社会论之研究方法概念 ，进而在许多学校开设 了

相关课程 。

当然 ，这股重视明清地域教研风气 ，或更早于课程名称的变动 。 犹记得当年修习徐泓教

授的
“

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
”

、

“

阅读指导
”

等课程时 ，
徐泓老师都曾让同学们接触到 区域与

地方历史的研究动向 ， 某次上课师生们还专程到图书馆找出 日 本 《历史评论 》 第 ５ ８〇号

（ １ ９９ ８ 年出刊 ） 的
“

中国地域社会论Ｗ现状 ｔ课题
”

特辑 。 暨大硕士班的太城 （松金 ）佑子则

将该特辑中 的文章翻译 ，
后来这篇译稿被征引率颇高

？
。 亦即当时明清史相关课程 内容 ，

已

① 常 建华 ： 《社会生活的历史学 ： 中 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４年版

，
第 Ｉ ２

—

１ ６ 页
；
赵

世瑜 ： 《小历史与大历史 ：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２〇〇 ５ 年版

，
第 ２７

一

３３ 页 。 以

及行龙 ：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〇〇８ 年版 ，第 １〇 ５

—

１２９ 页 。

② 参见 《滨岛教授于暨大历史学系开授之课程 》 ， 《暨南史学》第 １４号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２ １ ４

—

２ １ ６页 。

③ 山 田 贤著 ， 太城佑子译 ： 《中 国明 清时代
“

地域社会论
”

研究 的现状与课题 》 ， 《暨南史学 》第 ２ 号 ， １９９９ 年 ，第

３９
—

５７页 。

？ ３９ １
－



中国社会 历史评论 第十五卷

具有地域视角或方法的讨论 。 正因为对地域社会研究的关注度提升 ，所以 ２００１ 年徐泓在台

大开
“

明清地域社会史专题研究
”

课程时 ， 引发许多 同学高度的兴趣 ，
印象所及 ，当时修习或

旁听这门课而 目前在学术界服务者 ， 除了笔者外
，
还有宋惠 中 、张艺曦 、谢美娥 、何淑宜 、吴

雅婷 、赵立新等学长姐共同参与这项课程 ，虽然他们不必然都矢志研究明清史 ，但对新的学

术脉动 ，笔者相信始终是热切关注 。

本文尝试概介 ２ １ 世纪初第
一

个十年的台湾历史学界明清地域研究动 向 ， 此前二十世

纪的明清史研究回顾 ，
已有学者介绍

？
。 对于近年的台湾明清社会史以及江南社会经济史专

题回顾亦见讨论？
。 因此 ，藉由地域视角来审视台湾明清史研究动向 ，或有其意义 。本文指涉

的地域 ，是借用人文地理学者对地域性（
ｌｏｃａｌ ｉ ｔｙ）的定义 ， 即指次于国家之空间规模的一个地

方或区域 ，

“

地域性不只是简单地划
一条界限的空间地区

”

，而应该是
“

以所欲探问的社会关

系或过程之组合来界定
”

？
。 需要强调的是 ，文中所设定的历史学界研究动向 ，

乃以长期在台

湾从事研究的学人作品为主 ，讨论作品除了正式发表的学术专论 ，
也涵盖了历史学硕博士

之学位论文 ，希冀藉此能完整呈现台湾这十年来明清史教研的新成果 。

一 城镇空 间与 日 常生活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活络最易反映在城市与市镇的兴盛 ，而城市史研究本就具有无限的魅

力 。 ２０００年起 ，
中研院的李孝悌与王汎森号召研究团队 ， 向院方提出

“

明清的社会与生活
”

大型

主题计划 ，
接着举办

“

中国的城市生活 ：十四至二十世纪，际研讨会 ，即是以城市作为探究社会

生活史的场域 ，其研究成果可见李孝悌主编 《中国的城市生活》 ， 当中尤以江南城市空间 、文化与

活动最受到学者关狀具体例证醉孝悌以 １７ 、 １ ８ 世纪的扬州为主繼 ，储这座由盐商所带

来的商业环境 ，
对郑板桥 、袁枚 、王士祯等上层士大夫作了细部描述

？
。 王正华利用诸多城市

① 吴智和 、赖福顺编著
，
髙明士主编 ： 《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 １９４５

—

２０００
？ 明清史》第 ５ 册

， 台北 ：
２００４ 年版

；
徐

泓 ： 《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 》 ；
叶高树 ： 《最近十年 （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年
）
台湾清史研究 的动向》 ，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第 ４０

期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３７
—

１９３ 页 。

② 巫仁恕 ： 《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 ， 《新史学》第 １ ７ 卷第 ４ 期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 １ ７
—

２５４ 页
；王鸿泰 ：

《社会图像的建构——百年来明清社会史研究的透视 》 ， 《东吴历史学报 》第 ２２ 期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７３
—

１ ３０ 页 、 《从经国济民

到声色犬马
——

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第 １ ８

—

３７ 页 ； 刘石吉 ： 《小城镇大问题 ： 江南市镇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收人章开沅主编 ： 《近代史学刊
（
第 ２ 辑

）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一

１ ０ 页
；
陈炯智 ： 《近

二十年来明代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回顾 （
１９９ 丨

一

２００９
）
》 ， （〈历史教育》第 １６ 号

，
２０ １０ 年 ，

第 １ １ １

—

１ ３５ 页 。

③ＤｏｒｅｅｎＭａｓ ｓｅｙ ，

“

Ｔｈｅ Ｐｏｌ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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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ｙ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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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ｖ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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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Ａ


，２３ ：２
（
１ ９９０

）
， ｐｐ

．２６７
－

２８ １ ．

④ 李孝悌编 ： 《中国的城市生活 》
，
台北 ： 联经 ， ２００５ 年版。 随后李孝悌又主持了

“

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
” “

中研院
”

主

题计划 ，
两次计划内容与影响可参考邱澎生 ： 《物质文化与 日常生活的辩证》

，
《新史学》第 １７ 卷第 ４期 ，

２００６ 年 ，第 丨

一

１４

页之提纲挈领的导论 。

⑤ 李孝悌 ：
《袁枚与十八世纪中国传统中的 自 由 》 、 《士大夫的逸乐一王士稹在扬州

（
１６６０
－

１ ６６５
）
》 、 《儒生冒襄的

宗教生活 》 、 《在城市中彷徨
一

郑板桥的盛世浮生 》 、 《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 的逸乐 》 、 《冒辟疆与水绘园中 的遗民世

界》 ， 以上除 了发表在各期刊外 ，亦已收于《昨 日 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 ， 台北 ：联经 ， ２００８ 年版 。
近年李孝悌

进而探索士人对明末金陵故都的追忆 ，
呈现南京独特的城市氛围 ，参见 《白下琐言 ： 十九世纪的南京记事》 ， 收于复旦大

学文史研究院编 ： 《都市繁华
千五百年来 的东亚城市生活史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２０ １ ０ 年版 ，第 ３６３

—

３７９ 页 、 《顾起

元的南京记忆 》 ， 收于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
第 ２期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０年版 ，第 １３７

－

１ ５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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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０ 年 台湾学界 明清地域 史教研成果

图像 ，
观察晚明城市意识与城市观的形成 ，进而解析清朝苏州城市的地景形成

？
。

城镇内有许多公共空间与建筑 ，
从这些建物空间 中 ，学者们注意到明清城市文化发展

的新动力 。 巫仁恕指 出苏州 园林和城市经济发展 、百姓 日 常生活关系密切 ，私家园林的开

放 ，逐渐影响了市民的生活 ，
而园林游观活动也转化了城市空间

？
。文人在城市里往来交际 ，

形成社交文化圈 ，王鸿泰分析城市文化蔓延至寺庙 ，将之转化成
“

大众广场＇ 
城市也提供不

事生产 、纵情逸乐的游侠生活最好的舞台？。 丁明范 《明代的乐户生活
——

乐籍制度的管理

与青楼文化的蔚兴》说明南京 、北京 、扬州 、苏杭等地各因风物气候民俗的不同 ，
各有特殊区

域性的青楼文化 。 （文大硕论 ，
２００６ ）同时也有文士缙绅是在家宅内 蓄养家乐演剧 ，张雅绫

《晚明江南家乐之探究》即讨论此
一盛况 。 （央大硕论 ，

２００８ ）游欣婷 《明清澡堂的发展与社会

互动 》提到城内外澡堂地缘要素极为重要 ，澡堂更是联系感情 、交际办公 、交换讯息的社会

互动空间 ，但澡堂内混浴现象亦使得士人身份与 目 的认同产生动摇 ，而特色澡堂就成为区

分群体的象征 〇 （清华硕论 ， ２０ １ ０ ）

城市机能与管理 ，亦是饶富趣味的课题 。 邱仲麟撰写不少与明清北京社会相关的论文 ，

他惯以翔实史料深描北京 日 常生活 中燃料 、用水 、用冰、疾病与环境生态问题 ，涉及研究已

横跨社会经济史 、文化史 、 生命医疗史与环境史 ，并从明清士人异乡体验 ，
得出 另类帝都形

象
？

。 周春燕分析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问题 ，
指出 当地用凿井 、挑水来补足水资源 ，

但用水取水过程中付出许多代价？
。 而陈怡行《明代的福州 ：

一个传统省城的变迁》分别从政

治 、经济及城市管理三方面 ，探究城市扩张及其原因 、机制 ， 阐释地方力量如何顺势填补官

方未逮之处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５ ）

清代城市的独特性 ，表征于城内的满汉关系与空间配置 。魏树达《两元政治下清代北京

商业发展与城市转型 》指 出清朝两元政策形成满汉分居 ，北京内城商业受到打击呈现衰退

的情势 ，但政策松绑后使内城商业发展逐渐复苏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５

）许富翔《清代江宁满城

的研究》论述八旗驻防江宁因素 、驻防营制 ，
以及风俗与风气的变化 ，提供一个八旗驻防的

① 王正华 ： 《过眼繁华 ：晚 明城市图 、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 》
，
收人李孝悌编 ： 《中 国的城市生活》 ，第 １ ５

—

５７ 页 、

《乾隆朝苏州城市图像 ：政治权力 、文化消费与地景塑造》
，
《近史所集刊》第 ５０ 期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 １５

—

１ ８４页 。

② 巫仁恕 ： 《江南园林与城市社会 明清苏州园林的社会史分析 》 ， 《近史所集刊》第 ６１ 期 ，
２００ ８ 年 ，第 １５

—

５９

页 ；
《从游观到旅游 ： １６ 至 ２０ 世纪初苏州旅游活动与空间的变迁》 ，收人巫仁恕 、康豹 、林美莉主编 ： 《从城市看中国的现

代性》 ， 台北 ：

“

中研院
”

近代史研究所 ，
２０１０ 年版

，
第 １ １３

—

１５０页 。

③ 王鸿泰 ： 《世俗空间与大众广场 ：明清城市 中的寺庙空间与公众生活》
，
《明代研究》第 １０期 ，

第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７ １

—

１０３ 页 、 《侠少之游一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 尚侠风气》 ，收人李孝悌编 ： 《中国的城市生活》 ，第 １０ １

—

１４７ 页 、 《浮游群

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 》 ，《中华文史论丛 》第 ％ 辑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１ ３

—

１ ５８ 页 。

④ 邱仲麟 ： 《人 口增长 、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 ， 《史语所集刊》第 ７４ 本第 １ 分
，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４ １

一

１ ８８ 页 、 《风尘 、街壤与气味 ：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 ， 《清华学报》第 ３４ 卷第 １ 期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 ８ １

—

２２５

页 、 《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 的应变》
，
《史语所集刊 》第 ７５ 本第 ２ 分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３３ １

—

３８８ 页 、 《天然冰与明清

北京的社会生活》 ， 《近史所集刊》第 ５０期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５５
—

１
１ ３页 、 《水窝子 ：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 （

１ ３６８
—

１ ９３６
）
》 ，

收人李孝悌编 ： 《中国的城市生活 》 ，第 ２２９
—

２８４ 页
、 《繁华人梦

——明代士人记忆中的北京三大市》 ，收人陈平原 、王德威

主编 ： 《北京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５年版 ，第 １９

一

３４ 页 、 《清代北京用煤与环境生态问题》 ，

收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 《都市繁华


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 ，第 ３２８
—

３６２ 页 。

⑤ 周春燕 ： 《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 ，收入王利华主编 ： 《中 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

知三联书店 ，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２３４

—

２５８ 页 。
‘

？ ３９３ －



中 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十五卷

兴衰历史案例 。 （东吴硕论 ，
２００８ ）并就清初江宁满城的空间结构布局发表专文

？
。 赖惠敏以

八旗兵丁守卫杭州城时抢夺民物 、三藩之乱劫掠妇女之事 ，
以及杭州城的集体斗殴案件 ，

来

说明清朝保障旗人的司法特权
？

。

江南苏州是较受研究者注 目 的城市 ，
赖惠敏发现乾隆皇帝利用苏州城内 的织造局 ，制

造出各种象征意义的器物 ， 同时促进当地物质文化的精致发展 。 她还利用 中 国输人东洋物

资的数据 ，讨论 １ ８世纪苏州城市的中 日贸易及其对市民 日 常生活的影响
？

。 讨论苏州织造

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还有周文惠《清朝前期织造初探
——

以苏州织造为中心 》的研究 。 （东

吴硕论 ，
２００５ ）张咏维《太平天国后的苏州 ：

１ ８６３
—

１８９５ 》则描述战乱后的苏州城重建过程 ，

并论及躺二年的 伊。 （中正硕论 ，
２００８）黄郁惠〈傭季江贿婴堂慈靜业 ，

１８６０
—

１９００》

分析江苏育婴堂在教案勃兴状态下的运作转移与因应 。 （央大硕论 ，
２００８ ）

此外 ，侯彦伯在 《清代广州慈善事业之发展演变》
一文中透过比较的方式 ，

发现清中期

前广州慈善事业多是移植江南的善会善堂模式 ，到 了清后期地方商行大力捐助 ，展现城市

社会的活力性 。 （中正硕论 ，
２００９ ）张秀蓉则 比较研究清代广东潮州与汕头两个城市的历史 ，

整体探索潮汕地区文化面貌形成 、城市特质及其两地发展所代表的意义
？

。 宁古塔虽是流放

地 ，却也是清朝人关前后积极发展的地域和城市 ，谢皖麒《清初宁古塔的社会变迁 （十七世

纪到十八世纪中 叶 ）》就此课题指出 ，汉人进入使得原有以满族为主体的社会 ，
逐渐地产生

变化 ，继之而来的商业发展 、文化交流等因素让这个城市逐渐摆脱了军事性质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９ ）

二 社会风气与 物质文化

自 １ ９８０ 年代中期起 ，徐泓开始深掘明代社会风气变迁的研究课题 ，屡有新见 ，发表的

文章常被引 用 。 故 ２００５ 年 ，其《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
——以江浙地区为例 》还特别收人在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社会变迁》

一书内
，
被视为颇具关键代表性之作？

。 近年徐泓再

以福建为例 ，说明 自 明代 中期以后 ，无论沿海或内地 ，均开始随商品经济 、海外贸易的发展 ，

日渐僭侈 、风气之变 ，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社会风气

① 许富翔 ： 《从明皇城到清满城 ：清代江宁满城空间结构的变迁》 ， 《史辙》第 ４期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 １ ７

－

１６９ 页 。

② 赖惠敏 ： 《从杭州满城看清代的满汉关系》 ， 《两岸发展史研究 》第 ５ 期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 ７

—

８９ 页 。

③ 赖惠敏 ：《寡人好货 ： 乾隆帝与姑苏繁华》 ， 《近史所集刊 》第 ５０ 期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８５

—

２３３ 页
、 《苏州的东洋货与市

民生活 （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５） 》
，
《近史所集刊 》第 ６３ 期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

４８ 页 。 作者另也观察到北京民众与洋货 的消费 ： 《乾嘉时代

北京 的洋货与旗人 日 常生活》
，
收人巫仁恕编 ： 《从城市看中 国的现代性》 ，第 １

一

３５ 页 ４

④ 张咏维 ： 《光绪二年剪辫事件所反应的江南社会 》
，
《中正历史学刊 》第 １０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６７
－

１ １ ７ 页
。

⑤ 张秀蓉 ： 《清代潮汕文化的变迁》 ， 《史学汇刊 》第 １ ９ 期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６５

—

２２ ８ 页
、 《在潮汕之间 ：清代潮州与汕头

经济地位 的更迭》 ， 收人 《近世 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
９６０
－

１ ８００
）
论文集 》

，
台北 ：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４２３
—

４６６页 。

⑥ 徐涨 ： 《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
——以江浙地 区为例 》 ，收人邢义 田 、林丽月 主编 ：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社会

变迁》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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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宗 ２００１ 

—

２０１ ０ 年台 湾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

。刘彦成观察明末北直隶大名府的嫁娶风气 ，
论证与明中前期

有着明显的不同
？

。 洪正龙《清代贱民阶层中的江浙堕民研究》提到 ，江浙地区受到西方外力

冲击较严重 ，使得当地社会的阶层结构 、良贱观念开始变化 ，进而转化对堕民的态度 。 （成大

硕论 ，
２００４ ）

社会风气变迁的显著特征即是奢靡化倾向 ，林丽月 曾对相关议题作系列性的回顾讨

论
③

。郑扬馨关注苏州地区服饰风尚 的更移情况 ，及其与经济发展间互相影响之过程
？

。邱仲

麟注意到明代从蒙古与辽东输入珍贵的毛皮
？

，赖惠敏则讨论清代因开放恰克图贸易 ，大量

毛皮进人京城 ，毛皮服饰与裁缝技术渐由宫廷传播至京城
？

。 巫仁恕除了关注服饰议题外 ，

还从旅游书刊 、交通与食宿商品化等现象 ，进而观察到晚明士人旅游风气达到髙峰 ，
当时北

京 、苏州 、杭州 、南京等地附近风景名胜都成为旅游胜地 ，活动规模更加扩大 ，旅游活动强调

舒适与娱乐性 。在这些场域之中 ，
文士特意彰显 自 己独特品位 ，却也成为民众争相模仿的对

象 ，因而流动着雅俗之间辩证。 到了清代 ，士人更重视知识探索的旅游风气
？

。 黄明莉《明代

江南 的游观文化与社会心态 》同样探讨旅游消费 、社会心态与明人出游在物质层次上的展

现 。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３ ）吴鸿宜《明代杭州旅游的兴盛及其旅游文化的打造》认为杭州西湖

能成为
“

天下第一湖
”

，是经由长期的文人旅游文化与歌颂所累积而成 ，使
“

杭州西湖
”

旅游

风尚独 占全中 国的湖域之冠 。 （文化硕论 ，
２００９ ）陈熙远透过龙舟竞渡的节庆文化 ，

发现各地

活动内容与意涵各具特色 ，
助长了地方意识与地域认同的形成 ，而秩序考虑成为官方调控

的重大考验？
。

饮食与地域文化方面 ，邱仲麟考察明代以来江浙沿海各地窖冰的情况 ，
以及讨论贩鲜

船与鲜鱼行的出现 ，述及民众海鲜消费 日增的情况
？

。 郭忠豪分别说明 肉类 、介类水产在明

清江南饮食中的角色与文化 ，有着从
“

日常性
”

到
“

非 日 常性
”

的饮食趋向 ，饮食环境渐趋于

商业化与市场化
？

。 赖亮吟《袁枚〈随园食单 〉与盛清江南饮食文化》则针对《随园食单》所反

映的社会背景及历史面貌作讨论 ，包括它反映出的江南饮食精致化 ，
以及文人在饮食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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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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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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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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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赖惠敏 ： 《乾隆朝 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
，
《故宫学术季刊》第 ２ １ 卷第 １ 期 ，

２００ ３年 ，第 １０ １

—

１３４页 。

⑦ 巫仁恕 ： 《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
——以江南为讨论中心》

，
《近史所集刊》 第 ４ １ 期 ， ２〇〇３ 年 ，

第 ８７
—

Ｗ３

页 、 《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
——

以江南为讨论中心 》 ，
收人熊月之 、 熊秉真主编 ：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

集》 ，第 ２２５
—

２５５ 页 、《清代士大夫的旅游活动与论述
——以江南为讨论中心》 ， 《近史所集刊 》第 ５０期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３５
—

２８５ 页 ，
以及《品味奢华 ：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台北 ：

“

中研院
”

联经
，

２００７ 年版 。

⑧ 陈熙远 ： 《竞渡中的社会与 国家
——

明清节庆文化中的地域认同 、民间动单与官方调控》 ， 《史语所集刊》第 ７９ 本

第 ３分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４１７

－

４９６ 页 。

⑨ 邱仲麟 ： 《冰窖 、冰船与冰鲜 ：明代以降江浙的冰鲜渔业与海鲜消费》
，
《中国饮食文化》第 １ 卷第 ２ 期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３ １

－

９５ 页 。

？ 郭忠豪 ： 《风味土产与加工品
——

明清江南的肉食制作与品馔文化》
，
《暨南史学》第 ７ 期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

－

４２ 页 、

《闲情的吃 ，雅致的尝
——明清江南的介类水产与饮食生活》 ， 《中国饮食文化 》第 ２ 卷第 １ 期

，

２００６年 ，第 ３９
—

８５ 页 。 亦

可见 《食物制作与品馔文化 ：万历一乾隆间江南的饮食生活 》 （暨大硕论 ，
２〇〇４ ） 。

？

３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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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影响 。 （东吴硕论 ， ２００８ ）刘彦成《清代北京地区的果品来源与饮食文化》论述果品生产

情形 ，并探究宫廷与民间的果品饮食文化 。 （东吴硕论 ，
２００７ ）此外 ，在人文荟萃下 ，江南地区

花卉的需求甚大 ，邱仲麟的研究论证许多地方出 现专业化的园艺种植 ，花卉业者之间的组

织与联系 曰 趋紧密
，
个别花弁的栽培中心常有转移 ，

江南成为明清最大的花卉消费市场 。

？

三 士绅 角 色与人际关 系

因科举晋身为缙绅阶层的地方精英 ，

一

直是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课题 。 近年

徐泓完成甫过世的何炳棣 （
１ ９ １７
—

２０ １２）生前愿望 ，将《明清社会史论》 （ ＴＡｅＬａｄｄｅｒ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１３６８
一

ｉ ９ｉｉ ）以 中文译注 ， 已于２０ １ ３年出版 ，近

期亦将出简体字版？
。而在台湾执教已逾十年的滨岛敦俊 ，亦将教学时常提及的论文交由学

生翻译 ，并增补了若干内容 ，对于吾人理解十六 、十七世纪江南商业化与士大夫阶层变化 ，

有极大的帮助？
。

士大夫是统合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媒介 ，其社群关系更能反映具体的地方社会 。 张皓

政《明代常州士人的婚姻圈 》采用量化的方式分析明代常州士人的婚配情况 ，指出常州地区

士人的婚姻圈几乎不出本府与邻府 ，联姻不出苏松常宁镇五府范围 ， 士人藉由婚姻关系形

成了常州的地域社会 。 （台大硕论 ，
２００６淋丽月则利用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探讨徽商

与地方精英之间的网络社会关系？ 何淑宜关注到元明江南士人逐渐理解 、讨论与运用祭祖

礼的实践 ，
士人选择以儒礼祭祀有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意涵 ，

并在理论与行动中造就了

新价值规范
⑤

。

晚明 的祁彪佳 （ １６０２
—

１６４５ ）留下长达十年以上的 日 记 ，
朱冬芝透过祁彪佳 日记观察 ，

发现祁彪佳的人际往来核心 以同籍为主 ， 在乡居时拥有更多机会与时间营造集会活动 ，对

于乡里的影响力与建设性远大于作为官员的角色
？

。 张育齐《思想人物与地方社会的交涉 ：

以晚明湖北麻城 、黄安为例 》将焦点集中在耿定向 、李贽 以及他们互动的地域 ，叙述他们是

如何使黄安与麻城成为晚明思想文化界的新据点 ，重绘他们
一生交往的心路历程 。 （ 台大硕

论 ， ２００９ ）杨铠铭《流寓遗民 ： 明清之际莱阳姜氏之研究 （ １ ６０８
—

１７０９ ）》从明遗民的角度探讨

① 邱仲麟 ： 《花园子与花树店
——

明清江南的花卉种植与 园艺 市场 》 ， 《史语所集刊 》 第 ７８ 本第 ３分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７３
—

５５２页 。

② 何炳棣著 ，徐泓译注 ： 《明清社会史论 》 ，台北 ：联经 ， ２０ １ ３年版 ．并参见徐泓 ： 《二十世纪 中国的明史研究 》 ，第十

二章《何炳棣在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史的地位》
，
第 ２４７

—

２６０ 页 。

③ 滨岛敦俊著 ，吴大昕译 ，林丽月 校译 ： 《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
——

从
“

民望
”

到
“

乡绅
”

》 ， 《明代研

究 》第 １ １ 期 ，
２００ ８ 年 ，第 ５＞

￣

９４ 页 。

④ 林丽月 ： 《晚明
“

儒商
”

与地域社会 ：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 〉 》 ，收人《近世中 国的社会与文化
（
９６０
－

１８００
）
论文

集》
，
第 ４６７

—

５０７ 页 。

⑤ 何淑宜 ： 《香火 ：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 的建构》 ，台北 ：稻乡 出版社 ， ２０１ ０ 年版 。 根据台师大博论（
２００７

）改

写 出版 。

⑥ 朱冬芝 ： 《晚明士绅 的人际缩影 ：祁彪佳 日记中的社交活动及其转变 》 ， 《明代研究 》第 ９ 期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６ ３
－

１００

页 。 亦可见《
一

个明末士绅 的社交生活 ：
祁彪佳的交游 、社群与地方活动 》 （暨大硕论 ，２００６ ） 。

？３９６ ＊



庙立宗 ２００１
－

２０１ ０ 年 台湾 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姜採家族的生活 ，及其流寓江南的在地化过程 。 （台师大硕论 ，
２〇〇８ ）梁文德《四川地方士绅

与晚清铁路事业
——以川汉铁路公司为中心 （ １９０３

—

１９ １２ ）》审视晚清新旧变局中地方士绅

的影响力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２ ）刘淑敏则利用 《上江二县釆芹录》等文献分析清代上元、江宁生

员数量变化与仕进情况
？

。

人群聚合充满着各类因素与纽带联系关系 ， 以下研究或能印证之 。 黄薏菁《清前期江苏

青浦县圆津禅院与士人网络的关系 》根据《圆津禅院小志 》等史料 ，
试图呈现圆津禅院 自清

初顺治年间至嘉庆年间的递嬗 ，
以及圆津禅院形成的人际网络意义 。 （清大硕论 ，

２００８ ）赖进

兴《晚清江南士绅的慈善事业及其教化理念 ： 以余治 （ １ ８０９
—

１ ８７４ ）为中心》就余治 自 己所面

临的社会问题 ，厘清善人与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５ ）从地域的比较概念出

发 ，邱仲麟考察明代江南世医发展 ，张哲嘉则探讨
“

吴中 医派
”

与
“

新安医学
”

等社群网络关

系？
。 涂丰恩《从徽州医案看明清的医病关系 （ １５００

－

１８００ ）》分析医者如何营造 自 己儒医形

象 ，并从病人角度观察医疗过程的演进 ，以及医病互动的特色 ，特别是从病家在择医与请医

时可看 出人际网络的重要性 。 （台大硕论 ，
２００８ ）至于地方人士的角色及其形象 ，张雅雯则指

出多是配合着官修方志所形塑出来的结果
？

。

四 学术事业与文教脉动

明中期代之而兴的王学是追求重建合理秩序 ，实践方向则从朝廷转向社会。 吕妙芬根

据方志和明代文集 ，
试图重建明代宁国府之泾 、宣城 、太平三县内 阳 明讲会的历史 ，

她从不

同世代学者们学术兴趣转移的情形 ，发现地方的学术与整体学风有密切的呼应
？

。 吕妙芬还

注意到阳 明讲会活动最盛与发展最巨的区域 ，就是江西吉安府 ，并讨论江右阳 明讲学开展

的历史因缘
⑤

。 其后她进一步关心地域与跨地域的各类学术活动
？
。 张艺曦专著论述了吉安

府吉水县和安福县当地王学发展异同 、王学学术团体动员能力与地方乡里关系 ，集中讨论

王学主导成就下的社会事业过程与发展
？

。 而翁健钟则以 《邹元标与明代中晚期的讲学活

动》为题 ，讨论邹元标讲学活动与地方社会及政治之间的关联 。 （台大硕论 ，
２〇〇８ ）

① 刘淑敏 ： 《清代上元 、江宁两县的生员数量及其仕进比例研究》
，仗辙》第 ６ 期

，

２０ １０年 ，第 ７ １

—

８７ 页 。

② 邱仲麟 ： 《绵绵瓜瓞 ：关于明代江苏世医的初步考察 》
，

《中国史学 》第 丨
３ 卷 ，

２〇〇３ 年 ，
第 ４５

－

６
＂

７ 页 、《明代世医与

府州 县医学》 ， 《汉学研究》第 ２２ 卷第 ２ 期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３２７
—

３ ５９ 页
；张哲嘉 ： 《明清江南的医学集团



“

吴中医派
”

与

“

新安医学
”

》 ，收人熊月之 、熊秉真主编 ：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 ，
第 ２５６

－

２６７ 页 。

③ 张雅雯 ： 《清代嘉定县志的纂修与地域人物形象的书写》 ，仪辙》第 ６期 ， ２〇 １〇年
，
第 的一 １ 〇３ 页 。

④ 吕妙芬 ： 《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
，
《新史学》第 １ ２卷第 １ 期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５３

—ｍ页 。

⑤ 吕妙芬 ： 《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 、 《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二文发表后 ，均收人《阳明

学士人社群
——历史 、思想与实践》 ， 台北 ：

“

中研院
”

近代史研究所 ， ２００ ３年版 。

⑥ 吕妙芬 ： 《清初河南 的理学复兴与孝弟礼法教育 》 ，收人高明士编 ： 《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 ，台北
：台湾大学

出版中心 ，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７７
—

２２３ 页 、 《明清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 ：
地域与跨地域因素的省思》 ， 《中国哲学与文

化》第 ７ 辑
，
２０ １０ 年 ，第 ２５

—

５８ 页 。

⑦ 张艺曦 ： 《社群 、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
一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 、

安福两县为例》 ，台北 ：台湾大学文学院 ，
２〇〇６

年版。 根据台大博论
（
２００５

）改写出版 。

？ ３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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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文化与藏书 、鉴赏风气互为因果 。 陈冠至透过苏州藏书家的 日 常生活文化特色 ，
来

了解明代吴地藏书事业盛况之人文因素 。 他认为围绕太湖沿岸等地区 ， 由于经济条件较佳 、

商业贸易髙度发达 ，
以及学术文化勃兴等各种因素的交相影响下 ，藏书事业呈现空前的热

络与发展
？

。 金炫廷 《明 人的鉴赏生活 ：江南文人的鉴赏活动与鉴赏 自娱 》将文人阶层的书

画 、古玩 、典籍流通 、收藏鉴赏活动与鉴赏 自娱行为
，
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进行讨论 。 （文化

博论 ，
２００４ ）刘心如 《书画鉴藏与晚明江南文人文化 ： 以詹景凤 （

１５２８
—

１ ６０２
）
为中心的考察 》

比较詹氏与晚明文人鉴赏家对书画鉴赏的相关评论 ，
究明 当代

“

地域意识
”

与
“

文化竞争
”

两

者关系 。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 １ ０ ）

明清文教脉动另
一

个较受关注的地方是福建 ，
姚瑞瑜《明代建宁府的地方教育 》指出建

宁儒学与书院建制发展都和朱熹有很密切的关系 ， 明 中期 以后学风转变也对地方教育产生

了影响 。 （政大硕论 ，
２００４ ）邹信胜《明代的福建藏书 ：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与藏书生活 》研究藏

书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分布 ，及其对福建学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 （文大硕论 ，
２００５ ）王

一

樵《从
“

吾闽有学
”

到
“

吾学在闽
”

：十五至十八世纪福建朱子学思想系谱的形成及实践》讨

论明代中晚期以来至清初福建地区的程朱学者 ，
如何在政治与学术重大变迁的过程中 ，继

续在乡里实践其社会关怀与理想 ，
以维系

一地学统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６ ）

边疆地区方面 ，
黄丽生将清代台湾与内蒙古书院做比较 ，

分析边区儒学的特色 。

？王美

芳《文教遐宣 ：清朝西南地区文教措施研究》则是讨论清朝政府在四川 、云南 、贵州等地设置

各级文教机构 、实施科举考试等诸多措施 ，认为其举措多元 ，亦有因地制宜的族群考虑 。 （台

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６ ）作者并就西南地区的义学经费来源 、经营管理制度作了归纳

？
。

五 军事防御与社会秩序

明代卫所制承继与改革前朝兵制 ，
成为相当特别的军事制度 ，但其制度运作与演变并

不容易理解 。 于志嘉长期致力于明代军户的研究 ，
她采区域研究方法 ，利用史志 、族谱等文献 ，

对江西珊的ｉ體过程 、兵力与军屯配置变化做了细从微的探讨
，
亦论述了人清后江西珊

的撤并过程和原因
？

。 她进而论证华北地区卫所屯地出现的军屯与 民地犬牙相错的情况 ，如北

直隶大名府浚县 、潼关卫七十二屯 ，各州县内部均存在着军民杂处复杂化的关系
？

。 近年涉及

① 陈冠至 ： 《明代的苏州藏书 ：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与藏书生活 》 ，
宜兰 ： 明史研究小组 ， ２００２ 年版 ，

据文大硕论
（
１９９９

）

出版 、 《明代的江南藏书 ：
五府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与藏书生活 》 ，宜兰

： 明史研究小组 ， ２００６ 年版 ，据文大博论 （
２００ ５

）出版。

② 黄丽生 ： 《清代边区儒学的发展与特质 ： 台湾 书院与内蒙古书院的 比较》 ，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第 ３４ 期 ， ２００ ５

年
，
第 ９７

—

１ ３５ 页 。

③ 王美芳 ： 《清朝西南地区义学的经费来源与管理》 ，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 ３７ 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７

—

８４ 页 。

④ 于志嘉 自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就发表数篇明代江西卫所军役论文 ， 自 ２００ １ 年起又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三文 ：

《明代江西卫所屯 田与漕运的关系 》
（

２００ １
）

、 《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
（
２００ １

）
、 《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

系一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 》 （
２００３

）
。 亦可见其新著 《卫所 、军户与军役

——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 ，
北京 ：

北

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版 。

⑤ 于志嘉 ： 《从 ＜销辞 〉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 ， 《史语所集刊》第 ７５ 本第 ４ 分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７７
—

１ ３５ 页 、 《犬牙相制
一－以明清时代的憧关卫为例》 ， 《史语所集刊 》第 ８０ 本第 １ 分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７７

—

１ 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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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宗 ２００１ 
—２０１ ０ 年台湾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军事边防与地方社会相关研究甚多 ：方钟锋《明代陕北防卫体系与边饷供应之研究》 （成大

硕论 ，
２００３

） 、朱伟健《明代的甘肃镇及其涉外关系》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８ ） 、许益铭《军事与社会 ：

晚明 山西边防体系与地方控制》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９ ）及杜佑宁《从屯堡到边墙

——明代北边防

务研究》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９ ）以上论文均揭示边境安危至为关键 ，并述及明代边防体系如何

趋向崩解 。

地方动乱往往能反映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的历史状态 ，如同明代南赣毗邻地区作为山

海交会的市场地位重要性增加 ，移民 日增 ，地方上的盗贼活跃 ，形成独特社会。 笔者研究指

出南赣巡抚极为倚重地方盗贼家族的势力 ，

“

以盗治盗
”

正是历任督抚平乱所奉行的至高原

则
，然而也因此产生另

一

批
“

纠众叛掠
”

的精英阶层？
。 特别是在广东惠州山区 ，官兵承认山

区矿徒首领的社会地位 ，使得当时士大夫们的忧患与 日俱增 ，进而激发惠州全境士民的地

方意识与因应行动
？

。 明代中晚期寇乱民变接踵纷至 ，邱炫煜分析明末万历年间王森与闻香

教创立 ，探讨教徒在华北 山东等地倡乱事迹
？

。魏君州 《崇祯时期的皖北寇乱与地方社会》观

察明末安徽北部地区的社会矛盾及民变发展 ，勾勒出寇乱产生的社会图像以及地方控制的

情形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９ ）

东南沿海的海上私人贸易昌盛 ， 何孟兴集中讨论明代福建沿海各方势力下的军事冲

突
，
说明 闽海诡谲的氛围

？
。 张秀蓉则从潮州的地理环境 、经济条件 、官方政策 、地方治理等

角度探讨明中叶潮州地方动乱的现象 ，强调盗寇生发涉及因素并不单纯？
。 吴大昕分析江南

士绅与御倭政策关系 ，
认为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间发生在江南的嘉靖大倭寇事件 ，其

实是被各界恐慌 、传言所构筑与记忆起来 ，成为举朝重视的问题 ，加深倭寇负面的形象
？

。

面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失衡 ，官方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征剿行动 ，军事层级不断提升 ，

蔡嘉麟即探索南赣地区的军事将领设置及其防御体制运作情形？
。 明朝还特地在南直隶

江海交会地区 ，设置复杂的防卫体系 ，林为楷的研究厘清江海联防的布防与运作情形？
。

在东南沿海等地 ， 为因应战事需求 ，官方亦加强诸多军事防御力量 ， 相关讨论可见黄中

① 唐立宗 ： 《在
“

盗 区
”

与
“

政区
”

之间 ： 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 》 ， 台北 ： 台湾大学文学院
，

２００２年版 ，
据台大硕论（

２００ １
）修订出版 。

② 唐立宗 ，太田 出译 ： 《地方舆论Ｏ形成
一

明代广东省惠州府 ｔ 〈定氛外史 〉

一

》
，
《史学》第 ７７ 卷第 １ 号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 １

－

６３ 页
；唐立宗 ： 《从 〈定氛外史 〉看明代惠州矿徒事件 、划疆分邑与士民议论》 ， 《明代研究》第 １ ３ 期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３７

—

１ ８６
页 。

③ 邱炫煜 ： 《明末闻香教的创立及其天启年间起事探研》 ，收人 《史学与史识 ： 王尔敏教授八秩嵩寿荣庆学术论文

集》 ， 台北 ：广文书局
，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３ １３

—

３３８ 页 。

④ 何孟兴 ：
《从 〈热兰遮城 日 志 〉看荷兰人在闽海的活动

（
１６２４
—

１ ６３０ 年
）
》 ， 《台湾文献 》第 ５２ 卷第 ３ 期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３４ １

—

３５６ 页 、 《诡谲的闽海
（
１６２８
—

１６３０年
）

： 由
“

李魁奇叛抚事件
”

看明政府 、荷兰人 、海盗李魁奇和郑芝龙的四角 关系 》 ，

《兴大历史学报》第 １２ 期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１ ３３
—

１５６ 页 、《明嘉靖年间闽海贼巢语屿岛》 ， 《兴大人文学报》第 ３２期下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７８５
—

８ １ ４页 。

⑤ 张秀蓉 ： 《海寇乎？ 山贼乎？
——明代潮州地方动乱初探》 ， 《海洋文化学刊》第 ４期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４９
一

９０页 。

⑥ 吴大昕 ： 《粹闻倭至
——

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
１ ５５２
—

１５５４
）》 ， 《明代研究》第 ７期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９

￣

６０页
；亦可

见《海商 、
海盗

、倭 ： 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２

）
。

⑦ 蔡嘉麟 ： 《明代的南赣参将一￣兼论南赣地区的军事防御体制》 ， 《明史研究专刊》第 １ ３ 期 ，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７ １ 页 。

⑧ 林为楷 ： 《明代的江防体制 ：长江水域防卫的建构与备御》 ，
宜兰 ： 明史研究小组

，

２００３ 年版 ，据文化硕论（
１９９８

）
出

版 、 《明代的江海联防 ：长江江海交会水域防卫的建构与备御》 ，
宜兰

：明史研究小组 ，
２００６ 年版 ，

据文化博论
（
２００６

）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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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十五卷

青 、陈怡行 、黄
一

农 、何孟兴对于水寨海防基地部署 、福州造船与红夷大炮建置等研究论

文
？

。到了清代 ，华南地区的海盗问题更是有增无减 ，透过陈钰祥《清代粤洋与越南的海盗问

题研究 （
１ ８ １ ０
—

１８８５
）》 （东海硕论 ，

２００５ ）

？
、苏信维《闽浙地区海盗集团之研究

——以蔡牵集

团为例 （１ ７９５
—

１ ８ １０
）》 （成大硕论 ，

２ ００８
） 、李其霖 《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 （暨大博论 ，

２００９ ）等研究 ，可 以发现沿海军情仍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

关于清代地方事变研究 ， 张中复则从回族的社会层面与伊斯兰宗教本质的文化层面 ，

作为研究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的主要切人点
？

自道光中叶后 ，
各类民变常在三省之交兴起 ，

如川陕楚交界爆发的 白莲教乱 ，
以致秩序变动 ，

相关研究有黄立仪 《嘉庆初年川陕楚 白莲教

之役
（
１ ７９６
－

１８０４） ：
以天时 、地利 、人和为中心的再检讨》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７ ） 、许庭硕 《晚清

湘桂黔三省之交的民变 （
１ ８３ １

—

１ ８７５
）》之分析 （ 中正硕论 ， ２００９ ）

？

六 基雇组织与行政运行

黄宽重指出基层社会研究是了解中 国传统历史演变的重要基础 ，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

点 ，可是长期鲜少被重视 ，直到近年始发掘此
一

深具意义的重要议题 ，在他的引领下 ， 出版

《中 国史新论
？

基层社会分册》论文集 ，从中可知对基层社会的探讨 ，主要偏重观察行政体制

中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

。 顺着这样的侧重角度回顾研究 ，就明清乡里组

织而言 ，林燊禄曾从明代江西里甲制度与地方基层组织关系 ，探究里甲制度在赋役制度中

的功能与此制度崩坏影响
？

。 邱仲麟则就明代海洋渔业管理过程 ，
指出明代渔甲组织从节制

到放宽
，相对海洋渔业则 日 益扩张 ，

直到清初立碑严禁出洋 ， 自是海鲜货源断绝 ，波及民生

食用？
。 巫仁恕尝试摆脱过去国家 ／社会的二元对立观 ，指出政府设立的里甲 、保甲与乡约

的
“

基层控制组织
”

与民间 自发形成的地缘或血缘之
“

基层社会组织
”

，都具有地方统治的功

效 ，政府工作除了透过保 甲
一

乡约体系外 ，许多事务也都留给了村社及亲邻加 以非正式性

① 黄中青 ：
《明代海防的水寨 与游兵

——

浙闽粤沿海岛屿 防卫的建置与解体》 ，宜兰 ： 明史研究小组 ，
２００ １ 年版 ；陈

怡行 ： 《封舟与战船 ： 明代福州的造船 》 ， 《政大史粹》第 １ １ 期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

５４ 页
；
黄一农 ：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东南沿

海的流布及其影响 》 ， 《史语所集刊》第 ８ １ 本第 ４ 分 ，２０ １０ 年 ，第 ７６９
－

８３２ 页 。 以及何孟兴的《浯屿水寨 ：

一

个明代闽海水

师重镇的观察》 ，台北 ：兰 台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版 ；
２００６ 年修订 、 《海坛游兵 ：

一

个明代闽海水师基地迁徙的观察》 ， 《兴大历史

学报》第 １ ９ 期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７９
－

３０７ 页 、 《洗岛靖海 ：论明初福建的
“

墟地徙民
”

措施》 ， 《兴大历史学报 》第 ２２期 ，２ ０１ ０ 年 ，

第 １

—

２０ 页 、 《金门 、潘湖孰重 ？ 论明代福建泉州海防布署 重心之移转
（

１ ３６８
—

１ ５ ９８ 年
）
》 ， 《兴大人文学报》第 ４４期 ，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１７９
—

２０６ 页 。

② 另可见陈钰祥 ： 《清代中叶广东海盗之研究 （
１ Ｓ １０
－

１ ８ ８５
）》 ， 《成大历史学报》第 ３４ 号 ， ２〇〇８ 年 ，第 ９３

—

１ ３０ 页 。

③ 张中复 ： 《清代西北回民事变 ：

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 ，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
２００ １ 年版 。

④ 另可见许庭硕 李沅发較看晚清湘桂黔三省之交的民变 》
，
《中正历史学刊 》第 １ ０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４５
—

１７２ 页 。

⑤ 黄宽重 ： 《导言》 ，收于黄宽重主编 ： 《中国史新论 ■基层社会分册》 ， 台北 ：

“

中研院
”

联经 ，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１

—

１ ２页 。

⑥ 林燊禄 ： 《明代江西的里甲制度 》 ， 《明史研究专刊》第 １ ３期 ，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１ ７

—

１ ８８ 页 。

⑦ 邱仲麟 ： 《从禁捕到渔 甲 ： 明代江浙地区出海捕鱼管制措施的变迁 》
，
《清华学报》 第 ３５ 卷第 ２ 期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１９
—

１５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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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立宗 ２００１ 

—２０１ ０ 年台 湾学界 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管理 ，形成官民互利局面
？

。 刘铮云指出清代州县官对于乡地保甲承差角色的重视 ，可能更

甚于治安维护与政令倡导上的功能 ，实际执行上又经常是因地 、因人制宜？
。 而杨晋平则 以

《清代宜兰乡约研究》为题 ，勾勒出清代台湾基层组织乡约的图像 。 （佛光硕论 ，
２〇〇６ ）

明太祖在建立乡饮酒礼时 ，
在原来的敬老意涵之上 ，

又赋予它基层法律教育和进行善

恶分类的功能 ，邱仲麟讨论明代乡饮酒礼的性质变迁 ，认为在 １５ 世纪以后 ，
乡饮酒礼已是

地方角力 、 比较和转换社会资本的场域 ，
窳劣流风所及 ，导致具资格者与具身份地位的退休

官员渐淡出以做区隔 。 林丽月 则考察明清乡 贤祠有关的制度 、 冒滥与变迁 ，并由地方祀典

与乡里官绅之间的攀援与拒斥 ，说明儒家文化向基层社会深植的效果与实践意义
？

。

就县这一层级的考察 ，尤玉珍《袁黄的阴骘思想与治县经验》透过 《宝坻政书 》去了解明

朝的袁黄在宝坻县施政措施与理念 。 （中兴硕论 ， ２０ １ ０ ）张秀蓉从《鹿洲公案》具体事例 、相关

诗文等文献 ，透过钱粮 、刑名 、教化等项 目 ，来说明清初潮汕地区的社会现象 、地方政府组织

和行政事务的处理 ，分析知县在地方行政上所担负的职责与施政过程中的利弊影响
？

。 范毅

军利用清末河北青县 、深州等地村图 ，
探讨其聚落型态 、人口 、土地 、学校 、乡 绅 、寺庙 、集市

等基层社会现象与性质
⑥

。

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黄素慧《明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与运作 ： 以嘉兴府为主的

分析》利用 《赋役全书》来分析嘉兴府县内赋税征收的方式 ，
以及税额的分配 ，指 出明代政府

于一条鞭法改革后 ，县衙这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及行政负担 ，
已被缩到最小规模了 。 （暨大硕

论 ，
２００８ ）锺佩玲《从〈重订赋役成规 〉看明代地方财政的运作与调度 》是以 《重订赋役成规》

为主要材料 ，配合地方志与 《万历会计录 》的记载 ，观察两税法过渡到
一条鞭法时期扬州府

财政运作与调度情形 。 （清大硕论 ，
２０ １０ ）

中央到府州县各层级间行政运行 ，包括了政令传递与物资流通 ，郭永发《明代马政之研

究——以山东地区为中心》讨论民牧体制的运作 ，指 出山东除了全国
一致性的赋税之外 ，还

要担负政府所分配的养马劳务 ，导致地方负担加重。 （央大硕论 ，
２〇〇８ ）罗 中宏 《明代土贡的

研究 ： 以南直隶为例 》 则探究南直隶各府州县在土贡分派上的趋势及原则 。 （中正硕论 ，

２００７ ） 当然 ，
所谓的流通 尚需依赖交通管道 、设施等媒介畅通 ，才能顺势治理。 马有成《清政

府对台闽海洋交通管理之研究 （
１６８ ３
—

１ ８４０
）》说明清廷先后以海关 、船只管理等 ，继而配合

指定台 闽对渡航线 、港 口的措施 ，让台闽海洋交通连成
一气 ，展现出 国家政治力介入的态

势。 （ 中正博论 ， ２００７ ）

中央到地方上的情报传递 ，也是引人人胜的新议题 。 连启元讨论明代公共讯息与地方

① 巫仁恕 ： 《官 与民之间
——

清代的基层社会与 国家控制 》 ， 收人黄宽重主编 ： 《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 ，第

４２３
—

４７３ 页 。

② 刘铮云 ： 《乡地保甲 与州县科派
——

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 ， 收人黄宽重主编 ： 《中 国史新论 ？基层社会分册》 ，第

３７３Ｍ２１ 页 。

③ 邱仲麟 ： 《敬老适所以贱老
——

明代乡饮酒礼的变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史语所集刊 》 第 ７６ 本第 １ 分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

一

７９页 。

④ 林丽月 ：飯宫墙一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 ，收人黄宽重主编 ： 《中国史新论
？基层社会册》

，
第 ３２７

—

３７２ 页 。

⑤ 张秀蓉 ： 《七品县令与地方行政
——

蓝鼎元与潮州 》 ， 《东吴历史学报》第 １ 〇 期
，

２〇〇４ 年
，
第 １７９

—

２ １２ 页 。

⑥ 范毅军 ： 《 由两份 〈村图 〉管窥清末华北基层社会的
一些断面》 ，《新史学》第 １９ 卷第 １ 期

，
２００８年 ，第 ５ １

—

１
０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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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互动关系 ，
受讯息传播普及的影响 ， 由上而下 ，地方社会竞相追逐新奇讯息 ， 乡里 出

现群集谈论与评议现象？
。 王鸿泰则思考这些讯息如何跨越地域 ，

乃至再度形成共识 ，他指

出社会中的个人透过邸报 、戏曲 、小说之类传播媒体的媒介 ，将消息迅速传播给广大的社会

大众 ，
构筑出

“

公共社会
”？

。 而中央到地方行政若要如臂使指 ，还需地方官员的配合 ，反之基

层官员也能适时影响某些关键性的决策 。 徐铭孝《隆庆开海前福建官员角色之变迁 ：制度与

社会史的分析》揭示明代中央及地方上的官绅民之间产生各种互动 ，
福建官员受到各界压

力与利益考虑 ，最终促成海禁内容的调整 。 （清华硕论 ，
２０ １ ０ ）

清代疆域辽阔 ，政治力量如何进入地方 ，
地方社会如何因应政治变化 ，有待补 白之处仍

多 。 钟千琪 《清朝苗疆例之研究》认为治苗条例体现了清朝民族统治和 民族立法的成就 ，得

以有效的控制苗疆地区 。 （东吴硕论 ，
２００４ ）张筱梅《清代京控案件中的国家与社会 ：

以嘉道

之际江苏省为中心 》是以京控风气较盛的江苏地区作为探讨核心 ，指出京控制度的产生 ，
必

须考虑中央统治策略以及地方社会网络等因素 。 （清华硕论 ，
２〇 １ ０ ）

七 市场交 易 与 商品 经济

地缘位置与市场关系密切 ， 集散交往常形成特定的社会经济区域 ，其中的商人角色 、商

品流通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仍是值得深思研究的课题 。 范毅军以明清江南苏州府 、松江

府与太仓州 ，
也就是太湖以东地区 ，分析不同时期市镇空间分布的状态与变化 ，进以观察市

镇相互之间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作用关系
？

。 刘石吉分析明清上海专业市镇发展 ，探讨其城镇

网络体系之形成
？

。 王业键等研究团队从清代粮价数据库选取了东南沿海四省 内 ３３ 个地方

和邻省一个府的米价资料 ， 据统计证实地理位置愈接近江南或交通运输上互通强的地区 ，

市场的整合程度愈高
？

。邱欣怡 《清领时期台闽地区米谷贸易与商人 （
１６８５
—

１ ８５０
）》藉由米谷

供与需的观点论台湾与福建地区彼此间的依存关系 ， 强调商人的中介角色 。 （央大硕论 ，

２００２ ）谢美娥则进
一步分析两地流通米谷类项 ，

计量考察意义
？

。 罗丽馨研究表明 ，清代因广

东缺粮严重 ，广西米
一

般只运销广东 ， 康熙末至乾隆年间 ，广西米价是呈上涨的趋势 ，其米

谷销售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局限性
？

。

① 连启元 ： 《明代地方社会的公共讯息传播》 ， 《中极学刊 》第 ７辑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一

２１ 页 。

② 王鸿泰 ： 《明清的信息传播 、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 ， 《明代研究 》第 １２ 期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 １

一

９２ 页 。

③ 范毅军 ： 《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 ， 《大陆杂志》 第 １０２ 卷第 ４期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１ ６
—

４７ 页 、 《明中叶 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 》
，
《史语所集刊》第 ７３ 本第 ３ 分 ，２００２ 年 ，第 ４４３

—

５５２

页 、 《明代 中叶（
１ ５５０ 年止）太湖 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 ， 《史语所集刊 》第 ７５ 本第 １ 分 ，

２００４年 ，第 １４９
—

２２ １

页 。 亦可见《传统市镇与区域发展 ：
明清太湖 以东地区为例 ， １５５ １

—

１ ８６ １》 ，台北 ：

“

中研院
”

联经
，
２００５ 年版 。

④ 刘石吉 ： 《城市 、市镇 、乡村
——

明清以降上海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 ，收人邹振环 、黄敬斌主编 ： 《江南与中外交

流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４０６

—

４ １２ 页 。

⑤ 陈仁义 、王业键 、周 昭宏 ： 《十八世纪东南沿海米价市场的整合性分析》 ， 《经济论文丛刊 》第 ３０ 卷第 ２ 期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１ ５ １

—

１７３ 页 。

⑥ 谢美娥 ： 《清代闽台米谷流通类项与数量的考察》 ， 《中国史学》第 １ ７ 卷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５５

—

７１ 页 。

⑦ 罗丽馨 ： 《广西省的米价及米粮流通 （
１ ７１４￣ １ ７８４

）
》 ， 《兴大人文学报》第 ３４ 期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７７７
—

８ １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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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立宗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台湾学界 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明初海禁政策诸多限制影响海外贸易 ，此消极措施亦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利 ，陈宗仁指

出月 港通商舶与征商税原先都与海防军务 、地方财政有关 ， 成为定例后 ，福建贩海风潮大

盛 ，中央已无法禁绝
①

。 王声岚《清朝东南沿海商船活动之研究（

一六四 四 －
一八四 〇 ）》讨论

明清时代虽曾实施海禁政策 ，但商船仍然活跃于海上 ，有着亦商亦盗的身份 。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０ １ ）梁毅鹏 《海禁与澳门 的海外贸易 （
１ ５３５
—

１ ６８４）》审视澳 门海外贸易从非法走向合法的

过程 。 （佛光硕论 ，
２００７ ）

关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徽商 ，张纯宁 《明代徽州散件卖契之研究
—兼论土地所有

权的变化》指 出徽州府土地买卖交易增加 因素 ，主要是徽商活动发展 、徽州府人 口增加 、风

水堪舆盛行 ，
以及全国赋役不断加重 ，

土地所有权渐集中于宗族 ，佃权进一步扩大 ，林场土

地所有权则多落入少数地主的手中 。 （成功硕论 ， ２００３ ）何书亚《明清江西昌江 、信江流域经

济发展研究》说明昌江 、信江流域为五省之会 ，
从其各项产业的生产与商品经济 、商业路线

等方面切人 ，
阐述其经济发展状况及特色 。 （东海硕论 ，

２００５ ）刘伊芳 《由判牍案例看明清江

南商业秩序的建立 》主要探讨明中 叶到清前期江南地区的交易纠纷概况 ，
由案例可知官方

商业措施适应民间商业变化所作的改变十分明显 ，商人维护经营利益的群体力量进而对地

方政府造成影响 〇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７ ）

清代的商业活动 、商品种类及流通范围更为扩大 ， 为因应长途贩运的商旅以及异地生

活者的种种需求 ，会馆功能趋 向多元 ，邱澎生对于苏州
“

会馆 、公所 、商会
”

等不同商人团体

的组织演变与功能异同进行许多梳理研究＾ 张秀蓉指出潮州会馆正是潮商集结力量 、提供

帮助的最佳组织 ，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
？

。 廖振旺从城市商业的角度重新

阅读李文藻 《琉璃厂书肆记 》 ，并以此来探讨乾隆朝北京城书籍市场的分布与货源 、城市

商业发展等相关课题
？

。 清代苏州版画所描绘地标 ，是运用了西方图绘技巧 ，
马雅贞关注

当地社会何以会接受西方技法 ，
并进一步探讨版画所呈现出 的商人社群与地方社会之交

融？
。 随着全国市场整合 ，在西南地区的重庆到了乾嘉时代已发展成重要的商业中心 ，

林

秀静《清代中期重庆牙行组织的结构与演变》利用 巴县档案 ，讨论牙行组织运作和调整 因

素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５ ）邱澎生则分析重庆城航运纠纷的不同型态 、解决机制 ，论证其间可能

出现的制度变迁
？

。

① 陈宗仁 ： 《略论晚明
“

月港开禁
”

的
ｑ
事与实际 ：兼论通商舶 、征商税与福建军情之转变》

，
收入《 中国海洋发展史

论文集
（
十 ）》 ，台北 ：

“

中研院
”

人文杜会科学研
１

究中心 ，
２〇〇８ 年版 ，第 １０ １

—

Ｉ ４２ 页 。

② 邱澎生 ： 《由 放料到工厂 ？ 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 第 ７５

—

８７

页 、 《市场 、法律与人情 ：明清苏州商人团体
￥
供

“

交易服务
”

的制度与变迁 》 ， 收人中国史学会编 ： 《中国 １

：
０历史世界 ：统合

介＞ 又于厶 ｔ多元的发展》 ，东京 ：东京都立 ｊ
ｆｃ学出版会 ，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５７ １

—

５９２ 页 、《由公产到法人 ： 清代苏州 、上海商

人团体的制度变迁》 ， 《法制史研究》第 丨〇 期 ，２００６年 ，第 １
１７
—

１５４ 页 、 《法学专家 、苏州商人团体与清代中国的
“

习惯法
”

问题》 ， 《北大法律评论》第 １ ０卷第 １ 辑 ， ２〇〇９ 年 ，
第 ６８

—

８８ 页 。

③ 张秀蓉 ：似潮州会馆为例析论清代的会馆与商业活动》 ，伯沙人文社会学报 》第 １ 期 ，
２００２ 年 ，第 ２６１

一

２９３ 页 。

④ 廖振旺 ：《初论乾隆朝北京城书籍市场的分布与货源
——以李文藻 〈琉璃厂书肆记〉为 中心的探讨》 ， 《台湾师大

历史学报》第 ３６期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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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马雅贞 ： 《商人社群与地方社会的交融
——

从淸代苏州版画看地方商业文化》 ， 《汉学研究》第 ２８ 卷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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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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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邱澎生 ： 《国法与帮规 ：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 》 ，收人邱澎生、陈熙远编 ： 《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

与文化 》 ， 台北 ：联经 ， ２００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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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政 、盐业与盐产区域的研究 ， 能够体现国家制度与市场运作之互动关系 。 吴静芳《清

代前期巡视两淮盐政官员之研究 （
１６４５
—

１ ８３０）》不但涉及制度面 ，还处理到两淮盐商经营 。

（东海硕论 ，
２００４ ）两浙盐区在全国是仅次于两淮的重要食盐产地 ，施沛杉 《清代两浙盐业

的生产与运销 》以 生产与运销析论两浙盐业变迁 ， 由于私盐问题严重 ， 清廷企图挽 回衰

颓 ，但盐商仍无力生存 ，专卖制度终告覆亡 。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６ ）杨久谊强调盐区专卖划分

与盐商利益领域化的关联性 ，特别是河东盐受限于制度上的不合理设计 ， 始终处于窘困

处境？
。 王士铭 《既是官员也是奴才 ：乾隆朝长芦盐政》解析清代统治者怎么利用长芦盐

政
，
加以拓展政府财政与内务府利益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７ ）杨维真则讨论受太平天国战乱 ，清

廷为调济民食 ，被迫实施
“

川盐济楚
”

，造成楚岸为川盐侵夺 ，
日 后成为淮盐 、川盐此消彼长

的关键之
一②

。

明朝中叶之后 ，蓝靛成为销售商品 ，不再附庸于官方染织机构事务下 ，李贵民 《明清时

期蓝靛业研究》利用地方志呈现蓝靛业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概况 ，并以明万历年间《程氏染店

查算帐簿 》还原蓝染店经营与蓝靛业之间的关系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４ ） 。 蔡承豪《从染料到染

坊—— １７ 至 １９ 世纪台湾的蓝靛业》说明台湾蓝靛业在各期发展阶段 ， 由 于市场需求刺激

带动
，商人于台北山 区进行投资 ，造就艦舺郊商经济实力 ，并对大陆的蓝靛业产生不小的冲

击 。 另一方面 ，
染布业则因大陆市场的需求 ，

带动台湾经济型态从农业走向手工业的变迁之

路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２ ）

随着晚明 以来政府对铸币铜材需求的巨额增长 ， 滇铜在 １ ８ 世纪成为中 国最主要的铸

币铜材来源 ，邱澎生透过云南铜矿的生产与流通 ，分析滇铜产销过程中 的官商关系与利益

观念 ，检讨明清中 国市场经济的性质
？

。 郑永昌的研究说明新疆与西藏货币政策的实施 ，不

仅建立清廷的统治基础 ，也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

。 而詹恩胜《元明至清初云南地区贝 币

与铜钱文化之变迁 》 则从不同角度揭示边区货币经济与文化之历史意义 。 （台师大博论 ，

２０ １０ ）

八 水利建设与 灾害 防治

明代的朝廷国用度支与财赋征收 ，无不仰赖江南 ，在经年累月 的开发利用 、土地经营方

式变化下 ，使得地方水利事务愈趋重要 。 水利也反映着基层社会问题 ，李卓颖指出 ，为了因

应 １ ５世纪以来江南地区 日益衰败的水利机制 ，
官员姚文灝与地方水利专家采取筑±于岸模

式
，
经由组织协作 、稳定资金 、动员劳动力等水利改革 ，重新界定国家与人民的责任 ，也将负

担重新分配到豪富身上 ，
从而使国家能够在水利事务 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

以此来让地

① 杨久谊 ： 《清代盐专卖制之特点


个制度面的剖析》 ， 《近史所集 刊》第 ４７ 期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

－

４ １ 页 。

② 杨维真 ： 《从禁制到开放 ： 晚清
“

川盐济楚
”

的实施与影响 》 ， 《中正历史学刊》第 １ １ 期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

一

２２ 页 。

③ 邱澎生 ： 《十八世纪滇铜市场中的官商关系与利益观念》 ， 《史语所集刊》第 ７２ 本第 １ 分 ， ２０ ０１ 年 ，第 ４９
－

１ １９ 页 。

④ 郑永昌 ： 《政军基拙 的延续力量
一

论清代乾隆年间对新疆与西藏实施的货币政策》 ， 《故宫学术季刊 》 第 ２ １ 卷

第 １ 期 ，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 ３６

—

１７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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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宗 ２００ １ 

—２０１ ０ 年台湾 学界 明清地域史教研成 果

方社会受益
３ ５

。 黄正忠 《明清时期浦东地区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社会变迁》藉由浦东地区 自然

地貌与土地开发过程所面临的问题 ，探讨当地社经变迁过程 ，人清以后浦东市镇大量兴起 ，

特别是棉手工副业的发展 ，演变为浦东地区经济的特色 。 （暨大硕论 ，
２〇〇９ ）

太湖流域以东的江南地低滨海 ，号称水乡泽国 ，
晚明水患灾情有增无减 ，有时再好的水

利设施也无法抵御大水 ，灾荒不断的结果就是米粮歉收 。 张继莹利用晚明士人祁彪佳 日 记

资料 ，探讨当时江南地区的灾荒赈济活动过程 ，
指出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间 ，祁彪佳为了使

家乡绍兴等地的米价恢复正常 ，接连采取平粜赈济 、给米工作与成立粥厂等措施 ，寻求有效

的解决办法
？

。 陈秋安《明末江南地区的灾荒与救济活动 》指出 明末江南地区的青黄不接有

其农业性与商业性的因素 ，造成当地出现粮价上涨 、居民难以取得粮食的情况 ， 加重灾荒的

恶化程度 ，而地方官员在救济问题上常常使用商业的手段来实施荒政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８ ）江

浙一带海潮灾害尤其频繁 ，朱鸿勋 《明代江浙地区的海塘》说明海潮灾害具有突发性和狂暴

性的特点
，
极易产生重大危害 ，所以江浙海塘工程最为发达 〇 （淡江硕论 ，

２００７ ）

南粮北运维系着帝制晚期 中 国经济命脉 ， 元明 曾尝试用海运与河运方式解决运输问

题 ，屡屡开挑新河 ，蔡泰彬分析元明开挑胶莱新河未能成功的原因和议论
？

。 明清两朝也多

次发动治理黄淮运等河流 ， 研究论文有谢荣芳 《明代刘天和治黄理漕研究》 （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８
） 、徐凤刚明代朱衡整治黄河与漕河研究 》 （彰师大硕论 ，

２０ １０ ） 、郭子琦《清代靳辅治理

黄淮运三河研究 》 （彰师大硕论 ，
２０ １０ ） 、黄凰贵 《清乾隆朝淮河流域水患问题研究》 （ 中兴硕

论 ，
２００９ ） ，

以上诸文可证明水患危害之大 ，亦常因人为弊端导致灾情 日益恶化 。至于西北的

７ＪＣ利兴修与议题 ，可见王国基《明代徐贞明与西北水利研究》 。 （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８ ） 。 而张继

莹考察明清山西推广水稻时的用水制度 、水利纠纷及官方仲裁之间的关系 ，强调明清北方

种植水稻时相当重要的概念 ：

“

用水极大化
”

，
此概念与种植稻米互为表里 ， 同时也受到南方

官员在北方推广稻作的影响 ，进而造成用水纷争以及官员对稻地的重整与限制
？

。

天然灾害有诸多因素 ，无论是水患 、旱象 、飓风 、地震或是蝗灾 ，都将对地方社会造成重

大影响 。 雷家圣分析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造成八十余万人死亡的华北大地震事件 ， 因朝廷

财政 困难 ，须仰赖地方官府与士绅百姓的合作 ，方能渡过难关？ 。 张继莹《飞蝗蔽天 ：清代的

蝗灾 、捕蝗及其论述 （
１６６２
—

１７ ９５ ）》探究人与蝗虫生态的竞争关系 ，观察中央由行政命令下

所构成的蝗灾特殊性 ，最后透过论述的分析探讨清代蝗灾所留下的文化图像 。 （ 台大硕论 ，

２００４ ）杨肃毓《清代地方治蝗 ： 以道光十五 、十六年江西蝗灾为中心 》针对官府应对蝗灾能

力 、 民间支持力量 ，
以及灾后刘猛信仰的建立 ，

分析道光十五 、十六年后江西官民如何应对

蝗灾的全貌 。 （清大硕论 ，

２００９
）灾害持续的扩大 ，往往伴随着疾病疫情的蔓延 。 邱仲麟深入

研究明清传染病 、瘟疫的散布效应 ，
考察明清人痘法普及的历程 ，并讨论这个过程中知识传

播 、疫苗产销概况 ，
及人痘接种所存在的地域性 、 阶层性特色

？
。

① 李卓颖 ： 《新方案与十五世纪 晚期江南水利改革 》 ， 《明代研究》第 １５ 期
，

２０ １０ 年
，
第 １
—

３５ 页 。

② 张继莹 ： 《平籴 、给米与施粥
——

明季荒政的个案分析》 ， 《明代研究通讯》第 ６ 期 ，２ ００ ３ 年 ，第 ２７
—

４６ 页 。

③ 蔡泰彬 ： 《元明时期海运的海险与胶莱新河的开凿》 ， 《东吴历史学报》第 ２２ 期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

７２ 页 。

④ 张继莖 ： 《明清山西稻作种植 ：

“

用水极大化
”

的尝试》 ， 《明代研究》第 １５ 期 ， ２０ １０ 年 ，第 ３ ７
－

８４ 页
。

⑤ 雷家圣 ： 《明代的地震灾害及其因应
一

以嘉靖三十四年晋陝大地震为例》 ， ＜３^ ５》第 ７期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３９４ １ 页 。

⑥ 邱仲麟 ：《明清的人痘法
一地域流布 、知识传播 与疫苗生产 》 ， 《史语所集刊 》第 Ｔ７ 本第 ３ 分 ，２００６ 年 ，第 ４５ １

—

５ １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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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社会历史评论 第十五卷

九 民众信仰与 宗教场域

基层社会的聚合连接 ，有时是藉由各类宗教信仰的力量交织弥补 ，
回溯历史发展 ，佛教

寺院都是社会政治结构 的组成要素 。 明初统治者有意将各地僧人和寺院都纳入国家的控制

规范 内 ，但佛教在地方社会仍持续深植发展 。 在北京 ，宦官崇佛 ，皇室成员也对佛教极度眷

护 。 陈玉女针对二十四衙门宦官与佛寺及僧人往来的基础关系 、营建佛寺与拔擢僧人的意

义等相关问题进行剖析
？

。 陈良首 《明代中后期宦官参与北京寺观的活动》考察内 臣兴修北

京寺观的活动 ，再以宦官义会与东岳庙香会为个案 ，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〇（清华硕论 ，
２００９ ）

山西五台山 上寺宇相继创立 ，与皇室乃至诸权贵等特权阶级有着密切关系 ， 陈玉女具体检

讨权贵如何运用 自身的公 、私权力取得与调度佛寺建筑材料 ，包括浩大艰巨 的高 山运输工

程等 ，
而诸寺院兴修虽促进地方工商业发展 ，

但也影响周遭的资源和环境变迁气

到了清朝 ，
皇室与宗教关系更为密切 ，

特别是乾隆大力赞助藏传佛寺 ，贺香绫《乾隆皇

帝对北京寺庙之赞助》显示乾隆帝以私人荷包捐款 ，
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政治或是个人信仰

上对宗教的重视态度 。 （东吴硕论 ，
２００５ ）赖惠敏的研究除了指出清朝统治者利用宗教的政

治 目 的外 ，还说明此举促成京城民众与藏传佛教文化间的互动 。 她利用新近开放的热河档

案
，
发现热河寺庙兴建经费增多 ，寺庙规模宏大 ，

经费支 出动辄超过百万两 ，此皆与内务府

收人增加有关 ，皇帝建寺庙遂可极尽铺张 ， 同时也将蒙古的宗教信仰中心从西藏转移到热

河等地 ，呈现高明 的统治策略
？

。 陈俊隆 《乾隆皇帝运用文殊菩萨化身策略与西藏地区的治

理》研究 ，论证乾隆是如何采用政教合
一方式统治西藏地区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９ ）

至于地方官 、士绅又是如何看待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关系呢？ 陈熙远透过嘉靖年间官

方禁制南京上元县刘公庙祠祀事件 ，
探讨民间祠祀如何累积各种资源深人地方 ，

又是如何

在官方兴治革弊要求下而遭到牺牲
？

。 明代士大夫常以不事生产或诸多批判方式来攻击僧

尼
，在面对世俗攻击时 ，佛门也做出响应 。 徐

一

智 的研究表明僧侣努力复兴佛教寺院 ，积极

与士大夫信徒互动
？

。蔡淑芳《明末清初江南的放生活动》指出 以株宏为首的民间力量 ，带领

① 陈玉女 ： 《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
，
台北 ：如 闻 ，

２００
１ 年版 。

② 陈玉女 ： 《明五 台山诸佛寺建筑材料之取得与运输
——以木材 、铜 、铁等建材为 主》 ， 《成大历史学报》第 ２７ 号 ，

２００３
年 ，第

５５
—

９７ 页 。

③ 赖惠敏 、张 淑雅 ： 《清乾隆时代的雍和宫


个经济文化层面的观察 》 ， 《故宫学术季刊 》第 ２３ 卷第 ４ 期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３２
—

１ ５９ 页
；
赖惠敏 ： 《清政府对北京藏传佛寺的财政支 出及其意义 》 ， 《近史所集刊 》第 ５８ 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丨

一

５ １

页 、 《乾隆皇帝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的经济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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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第 ６３３
－６８９ 页

、 《清代归化城的

藏传佛寺与经济》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 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１

一

丨 ５ 页 ， 以及赖惠敏 、 曾尧民 ： 《雍正皇帝与北京汉传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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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论文集 》 ，台北 ： 故宫博物院 ，
２０ １０ 年

版 ，第 １６９
—

１８８ 页 。

④ 陈熙远 ： 《在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交迭的边缘 ：
以明代南京一座祠祀的禁毁为例证》 ，收人邱澎生 、陈熙远编 ： 《明

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 ， 第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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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徐一智 ： 《晚明寺院经济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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麿立宗 ２００ １
—

２０ １ ０ 年台湾学界 明清地域史教研 成果

信众积极投人放生活动的推广工作 ，在江浙一带引起很大的回响 。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４

 ）黄惠

瑞 《明代江南比丘尼之社会经济活动 》认为纺织 、经忏 、信众布施等都是比丘尼获取经济的

方式 ，然而比丘尼与社会密切往来 ，却引来外界非议 ，孝义庵的出现可说是比丘尼振兴戒律

的代表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５ ）

庙会文化正是展现
一

个地区居民的社会 、经济及宗教之活动 ，林荣泽透过清代华北 、东

北
、
西北地区的地方志 ，分析关于岁时民俗的记载 ，从庙会活动来看清代民间社会的生活 内

容 ，
以了解庙会分布角色与功ｆ ＾

？
。 另一＾值得考察的是寺庙仪式 ，康豹 （

ＦＷ ＲＫａｔｚ）的研究说明

地於ｔ会的寺庙仪式正好位于掌握权力的三群人（官员 、地方精英 、神职人员 ）的三角 网络中心 ，

他们相互连接 ，反映中央的政治介人和地方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动员
？

。 巫仁恕则藉由苏州等

城市民变的观察视角 ，说明江南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影响到群众的心理与集体行为？
。

明末天主教徒韩霖所撰的《铎书 》融人部分西学和西教的观念 ，黄
一农以此探讨韩霖在

山西的人脉网络和编写策略 ，并追索地方士人对韩霖其人其书的认同与拒斥
？

。 根据陈柏侨

《明末福建官民对天主教的态度 》的研究 ，耶稣会与托钵修会的传教策略分歧 ，双方引发
“

礼

仪之争
”

，并激起官员与士人的反感 ，爆发福建教案 ，从教案期间 出版的 《破邪集 》与 《辟邪

集 》 ， 可看出 民间士人对天主教的批评 。 （成大硕论 ，
２０ １ ０ ）

十 家族发展与妇女地位

中国的家族在不同地区有着不一致的发展与表现特征 ，
以分区或个案作实证研究更能

体现家族的作用与意义 。 徽州封闭多山 ，家族展现文教与商业髙度的发展 ，
又因 留存大量文

献而备受关注 。 朱开宇以徽州休宁程氏宗族组织的发展 ，重新反省科举对家族兴衰的影响
？

。

他以长时段的视野观察 ，论证宋明时期徽州宗族制度强固的症结原 因 ，重视不同时期社会

流动与不安全感产生的影响
？

。 徽商资本雄厚 ，其商业发展与家族之间的关联密切 ，许秀华

《徽商商业体的扩展与家族组织的延续 （ １４６５
—

１ ８５０ ） 》指出徽商家族商业活动规模扩展之

后 ，着意子弟的栽培 ，创造有利的商业优势 ，而家庭规模大小影响其经营范围 ，也影响家庭

成员之间的关系 。徽商又以家族事业作为婚姻考虑策略 ，积极拓展人际关系 ，使之成为稳固

家族事业的助力 。 （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６ ）田圣山 《清代徽州盐商子弟教育研究》提及兴盛的宗族

教育和严格的家庭教育 ，为徽州宗族和徽州社会培养一批批的专门人才 。 （央大硕论 ，
２００６ ）

① 林荣泽 ： 《

“

庙会
”

与中国的民间社会一以清代的华北 、东北 、西北为例》 ，仗耘》第 ７ 期 ，
２００ １ 年

，第 ５３
－

８９ 页 。

② 康豹 ： 《中国帝制晚期 以降寺庙仪式在地方社会的功能 》 ，收人林富士主编 ： 《中国史新论 ：宗教史分册 》 ， 台北 ：

联经 ，
２０ １０ 年版 ，第 ４３９＾７６ 页 。

③ 巫仁恕 ： 《明清江南
‘

东岳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以苏州 民变为讨论中心 》 ，收人《中国的城市生活 》 ，第

１４９
一

２０６ 页 。 亦可见 《激变 良民 ：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④ 黄
一

农 ： 《从韩霖
“

铎书
”

试探明末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
，
《清华学报》第 ３４ 卷第 １ 期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６７

—

１ ０２ 页 。

⑤ 朱开宇 ：稼族与科举 ：宋元明休宁程氏的发展 ， １ １００
－

１６４４》
，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５８ 期 ，

２００ ３年
，
第 ９５

－

１４０ 页 。

⑥ 朱开宇 ： 《科举社会 、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
——

宋 明间的徽州 ， １ １００
－

１ ６４４》 ，台北 ：台湾大学文学院 ， ２００４ 年版 ，

根据台大硕论
（
２００３

）
出版。

？ ４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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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滋以黟县宏村汪氏为例 ，探讨汪氏家族的迁徙历程及其在杭州经营的商业内容和举业

文化生活①
。

闽台地缘关系 、丰富的家谱数据以及闽南宗族势力特别的强盛 ，格外引起诸多讨论 。 陈

启钟指出在资源争夺中 ， 闽南人民经常利用宗族力量购买土地 、 占领埭田和水利设施 ，使尽

各种手段来保持宗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风水与堪舆盛行虽有助于闽南宗族组织

的发展 ，但宗族意识的强化 ，却导致宗族间械斗不断气 清初迁界对东南沿海社会造成巨大

的影响
，
并且历经了一场从解构到建构的社会变迁 ，林修合 《从迁界到复界 ：清初晋江的宗

族与国家》论文主轴是以地方宗族如何响应国家的迁界令展开讨论 ，
迁民虽可移居台湾 、东

南亚等地 ，但大多数则是往界内依亲定居与发展 ，而大量人 口流动 ，也造成治安以及族群之

间的紧张关系 ；复界后官方致力 于国家秩序与象征国家事物之重建 ， 而地方社会公共事业

则是靠当地宗族与士绅力量完成 。 （台大硕论 ，
２００５ ）在政权替换暧昧时期 ，抑或军事动荡时

代 ，地方家族权力交错 ，各 自争取最大利益 。 叶髙树已就明清之际辽东兴起若干藉由军职发

展私人势力 的家族 ， 考察其兴衰历程气 刘鹏佛则从经济与社会角度分析清代湘乡 曾 氏家

族 ，及其家族政治与军事影响力
？

。

从地域角度检视妇女角色与地位 ，更能在经讳万端中探索出新特点 。 顾盼与张纯宁透

过明代徽州散件卖契研究指出 ，妇女必须是守节身份方能拥有产业权力 ，但只有夫家产业

的代管权而非拥有权 ，不过常因现实需要 ，可采较间接方式运用处置
？

。 巫仁恕从消费的角

度
，再现明清江南妇女时尚又光彩的生活 ，从奢侈风气到消费文化 ，也让人重新思考性别与

时代意义
？

。 林美惠《明代江南地区的妇女 》以妇女的家庭教育 、婚姻及生活三部分加以研

究
，
来了解明代江南地区妇女的生活实况 。 （ 中兴硕论 ，

２００２ ）王慧瑜《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身

世背景之研究》以诗才定义才女 ，观察其成就因素 。 （央大硕论 ，
２００５ ）张育甄 《闺中翰墨 ： 明

清江南才女的刺绣文化 》由刺绣与女性在家庭内 的角色之间的关联展开叙述 ，并述及女性

刺绣在家庭外的文人交友圈乃至艺术市场中的讨论 。 （ 台师大硕文 ，
２０ １ ０ ）而何素花认为清

初江南地方官吏张伯行的文献 ，
是反映以重建社会秩序为前提 ，规范着妇女的行为 ，但当时

妇女的频繁入寺烧香 ，
看春游河 ，

乃至妇女观览弹词小说等活动 ，展现出 民风和士大夫的要

求走在不同的路线上
？

。

相较于江南妇女 ，梁淑萍 《明代女红
——

以北方妇女为中心之探讨》指出北方妇女虽在

家内从事女红活动 ，但在此场域内最能 自主发挥 。 （央大硕论 ，
２００ １ ）蔡沅泠 《明清之际华北

① 张育滋 ： 《明清时期的杭州徽商
——

以黟县宏村迁杭汪氏为例 》 ， 《史耘》第 １４ 期 ， ２０１ ０ 年 ，第 ７７
—

１０ １ 页
。

② 陈启钟 ： 《明清闽南宗族意识的建构与强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版 ，
是据暨大硕论 （

２００２
）出版 ，

以及

《明清时期宗族教育对功利的崇拜
——以闽南地区为例 》 ， 《暨南史学》第 ４ 、 ５ 号 ， ２００２ 年 ，第 ４５

—

７ ８ 页 、 《风生水起——

论风水对明清时期闽南宗族发展的影响 》 ， 《新史学》第 １８ 卷第 ３ 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一

４３ 页 。

③ 叶高树 ： 《明清之际辽东 的军事家族
一李 、 毛 、 祖三家的比较》 ，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第 ４２ 期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 ２ １

—

１９５ 页 。

④ 刘鹏佛 ： 《清代湘 乡 曾 氏家族与经济社会》 ， 台北 ： 大屯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版 。

⑤ 顾盼 、张纯宁 ： 《明代徽州妇女继承 、处置夫家产业之权限
——以徽州散件卖契为例》 ， 《东吴历史学报 》第 ９ 期 ，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 ４５

—

１ ８２页 。

⑥ 巫仁恕 ： 《奢侈 的女人 ：明清时代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 ，
台北

：
三 民 ， ２００５年版 。

⑦ 何素花 ： 《士大夫的妇女观——清初张伯行个案研究》 ， 《新史学》第 １ ５卷第 ３ 期 ， ２００４ 年 ，第 ４７
—

１０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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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宗 ２００ １ 

—２０ １ ０ 年 台湾学界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商家妇女形象探析》 同样认为明末清初华北商妇亦已跨出相当 自觉的脚步 。 （成大硕论 ，

２００８ ）吴景杰着眼于明末华北妇女买卖现象 ，从案件中重新分析买卖原因
？

。李清瑞《乾隆年

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 ：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１７５２
—

１７９５） 》讨论地方档案中

所呈现的拐案情况 ，说明地方县级审判对于拐案这类命盗重案的处置 ，以及拐案中所呈现

出的人际互动 。 （政大硕论 ，
２００ １ ） 卓惠芬 《清乾隆时期闽粤地区犯奸案件之探讨 （ｍｅ

？

ｍｏ ）》利用乾隆朝 《刑科题本 》分析 ，闽粤地区男多女少 ，地方社会存在着男子同性鸡奸 、迎

娶童养媳之风气 ，甚至寡妇重新回流到婚姻市场 。 （东海硕论 ，
２００４ ）

十
一 移民开发与生态环境

实际上 ，安土重迁在明清时期往往只是个理想 ，移民在各地域间的移住发展 ，
从事各类生

产与交易互动 ，确实丰富了明清社会的生动内涵 。 笔者讨论明代矿冶开采对华南地方社会的

影响 ，福建铁的生产不仅能提供本地消费需求 ，甚至还常运销至江浙与海外地区 ，但移民开

发与走私贩铁引发许多纷争 ，导致官方陆续采取管制的措施 。 官民在坑冶间相互竞利 ，却两败

俱伤 ，矿务执行的争议 、开矿引发的恐慌 、矿徒倡乱事件的不绝 ，
终让明代矿政画下休止符

？
。

有清
一

代 ，华南地区仍不时出现具规模的人 口移徙现象 ，
王傯宇 《清代华南地区土客冲

突之研究》针对不同区域所产生的各种案件史例 ，来探讨清朝政府的公权力和社会控制能

力的介人情形 。 （政大硕论 ，
２００８ ）陈启钟《清代闽北的客民与地方社会》指出闽北本身具有

有利于客民流人的内部吸力 ，但客民植茶事业等经济活动 ，
引发环境冲击与粮食供需改变 ，

久之客 民逐渐融人当地社会 ，成为新土著 ，取得社会地位和重建宗族组织 。 （台师大博论 ，

２０ １０ ）随着汉人的移垦 ，带动了苗汉双方经济联系及社会往来的紧密频繁 ，梁志源《清代中

期苗汉关系之研究 ：
以川楚云贵地区为例 （

１７２ ３
－

１８５０
）》介绍苗族传统的社经型态 、民情风

俗 ，并叙述清朝政府治苗政策 、 内容与施行成效 。 （台师大硕论 ， ２００３ ）

人与生态之环境史互动研究 ，
已是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 。 针对特定地域环境史议题 ，邱

仲麟考察明代长城沿线森林被砍伐的情况 ，发现明 中叶起森林砍伐的问题 日益严重 ，官员

不断陈请封禁边关山林 ，将禁止砍伐禁山森林列人《边方禁例》之中 ，最后甚至利用保甲体

系巡山护林 ， 明代长城附近的森林虽然遭到严重砍伐 ，但边关禁山为国防管制区 ，商人及百

姓出人不便 ，
且从禁令

一直到明末还不断重申看来 ， 当时森林并未到全面枯竭的地步？
。 而

明朝为了限制蒙古部族南下 ，派遣军队每年例行性出边烧荒 ，却经常有名无实 ，所以对漠南

草原生态的实质影响尚须重估
？

。 蔡嘉麟《明代的山林生态 ：
北边防区护林与伐木失衡的历

史考察》说明长城沿线地区官方禁令与军民伐木活动 出现各种冲突 ，
而

＇

各军镇地区的 自然

环境与山林状态不同 ，
以致各地边林的维护情形差异颇大 。 （文化博论 ，

２００６ ） 由于森林遭受

① 吴景杰 ： 《 〈潑辞沖的妇女买卖》 ， 《暨南史学》第 １
〇

、 １
１ 号 ，

２００８ 年
，
第 １
－４８ 页 。

② 唐立宗 ： 《明代福建制铁业发展的再思考》 ， 《明代研究》第 １０ 期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１７５

—

１ ８９ 页 、 《坑冶竞利
一

明代

矿政 、矿盗与地方社会》 ，台北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
２０１ １ 年版 。 据政大博论

（
２００９

）
修订 。

③ 邱仲麟 ： 《国防在线 ： 明代长城沿边的森林砍伐与人工造林》 ， 《明代研究》第 ８ 期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

－

６６ 页 。

④ 邱仲麟 ： 《明代烧荒考一兼论其生态影响》
，
《台大历史学报》第 ３８期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５
－

６３ 页 。

？ ４０９ －



中 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十五卷

大规模砍伐 ，导致民生燃料 日益缺乏 ，煤炭成为替代性的燃料来源 ，于是民间开采 日增 。 邱

仲麟亦曾探讨明代各地煤矿开采与生态变迁 、官方措施 、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
？

比起明代之研究关注北方边塞生态环境的讨论 ，对清代研究则多偏重南方 。 唯有蒋竹

山是就嘉庆十五年的秧参案 ，分析人参采集对东北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说明官方政策介人

所造成的问题？。 王淑芬《治山与治水 ：清代环境保护思想之研究 ：以江浙 、湖广地区为中心 》

指出 ，清代的江浙 、湖广地区各地滥伐 、滥垦 ，造成河湖湮塞 、老林无多 ，也带来水土流失 、水

患加剧和生产量下降等弊害 ， 面临迫切的生态危机 ，清廷颁布禁令 ，官僚、士人也致力于倡

导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行动 ，但最终功败垂成 。 （ 台师大博论 ，
２００３ ）宋惠中 《区域发展与生态

环境变迁 ：清代前期闽浙赣交界地区的个案分析》对清代前期闽浙静交界地区的 自然环境

与气候资源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因垦殖所引起的环境变迁 ，作
一有系统的讨论 ，

建议可用环境制约与市场制约两个方向思考近代闽浙赣山区经济衰败与危机的根源所在 。

（ 台大博论 ，
２００４ ） 接着他也就闽浙赣交界地区的森林砍伐及燃料供给转变问题进行研讨 ’

展开相关问题的环境议论
？

。 此外 ，痒气对于云南 、贵州等地的影响亦是相当深远的 ，鲁珊

《清代西南地区瘴气问题研究 ：
以云 、贵为中心 》探讨清代西南地区的瘴气特性与成因 ，找出

历代瘴区范围的改变与瘴气分布情形 ，从中检视人类活动与 自然环境间的互动关系 。 （东海

硕论 ，
２００８ ）

结 语

总结 ２ １ 世纪初第
一个十年回顾 ， 台湾明清史学界围绕着地域课题的探讨 ，透过

“

城镇

空 间与 日 常生活
”

、

“

社会风气与物质文化
”

、

“

士绅角色与人际关系
”

、

“

学术事业与文教脉

动
”

、

“

军事防御与社会秩序
”

、

“

基层组织与行政运行
”

、

“

市场交易与商品经济
”

、

“

水利建设

与灾害防治
”

、

“

民众信仰与宗教场域
”

、

“

家族发展与妇女地位
”

、

“

移民开发与生态环境
”

各

面向的观察 ，可以发现地域视野的分析架构 ，涵盖层面相当广泛 ，也指引今后可再深人思考

研究的方向 。

可能会引起读者质疑的是 ，本文含括的回顾研究成果 ， 只是笔者个人界定的所谓明清

地域视野研究 ，而地域范围的空间和概念本身就具有可变性 ，
甚至研究者可能也不认为 自

己 有所谓的
“

地域
”

分析架构 ，各人抑或可就地方社会 、 民间社会 、区域研究等各类专属词

汇进行理解讨论 ， 因此本文的列举说明难免要遭到绳愆纠谬 。 但事实上学者对
“

地域
”

内

涵各 自有不同的解读 ，若细究分析 ，
可能会陷入人云亦云的泥沼 ， 引发在定义上出现无止

① 邱仲麟 ： 《明代的煤矿开采
＇—生态变迁 、官方举措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 ， 《清华学报》第 ３７ 卷第 ２ 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３
—

８３ 页 。

② 蒋竹山 ： 《生态环境 、人参采集与 国家权力
——以嘉庆朝 的秧参案为例 的探讨》

， 收人王利华主编 ： 《中 国历史上

的环境与社会》 ，第 ８６
—

１ １６ 页
。

③ 宋惠 中 ： 《明清闽浙赣交界地区的林矿业与燃料问题》 ， 收人田澍等主编 ．

？

《第十
一届 明史国际学术讨讼会论文

集》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０２

－

３ １０ 页 、 《明清东南山 区的森林砍伐与燃料供给 》 ， 《东吴历史学报》第 １ ９

期 ，
２００８

年 ，第１６５
—

１ ８０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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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宗 ２００ １ 

—

２０１ ０ 年台湾学界 明清地域史教研成果

尽的争辨 过去的历史本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本文透过不同的视角抉择解读 ， 目的在于广

纳更多一些学术发展动向 ，让读者明了台湾明清史研究的现况 ，
增进 日后学术对话的可能性 。

下一个十年明清史研究会拓展出哪些议题？ 如何将深具地域视野探索的研究路径整合

在更多的历史考察当 中 ？ 由近期的
一些活动 ，

或许可以看出台湾学界的努力 目标 。 例如

２００７ 年成大历史系邀请 日本学者森正夫教授来台 ，举办
“

森正夫历史学特别讲座
”

系列 ，分

享地域社会论的研究意义
？

。另一方面 ，

“

中研院
”

史语所 、暨大历史系 、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

究所联合筹办的
“

田野与文献研习营
”

，尝试与华南学派合作 ，采借其田野调査方法与民间

文献解读经验 ， 引领台湾之年轻学者进行
“

历史人类学
”

之研究取径 ，
考察行程包含了金门

及福建 、广东等地
？

。 再者 ， 自 ２０１ １ 年起 中研院
”

史语所还以两岸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为

主要对象 ，连续数年举办
“

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
”

，考察活动地点遍及巴蜀 、徽州 、山西晋城

等地 ，借着走进历史现场 ，
同样经由 田野考察和文献研读 ，让学员对某

一地域的历史文化有

切身和更深刻的体认 。 这些当能印证明清江南不等于明清中 国 ，实践多元性的地域研究 。

历史研究方法的进化与周延 ，
是要靠不断的 自觉反省 ，明清地域考察的研究亦然 。 研究

地域不代表就放弃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绝不是脱离了国家 。 最后 ，再提出两点浅见反思 。 其

一

，可结合全球化的视野再审视研究 。 例如白银资本的流通 、传染病的流行 、气候变迁的影

响 ，对各地社会的冲击必然有其差异 ， 在显示明清地域的发展研究还有可延伸讨论的

议题？
。 其二 ，是持续关注台湾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 台湾区域史研究已有

一定的成就基础 ，

但中国台湾史学者不以此 自满 ， 有意借重 日本明清史学者提倡的地域社会语汇与概念 ，提

出 自 己的论述特色５１

。更加以细究华南学派的研究历程 ，检讨概念 、方法的问题 ，
进而思索台

湾区域史研究的前瞻性
？

。 总之 ，无论是援引或是借鉴 ，只要朝 向互动开放的理念进行交流

研究 ，就必然会有所得 ， 即使讨论的概念方法各界或有歧义 ，但均并行不悖 ，各具意义 。 嗯

后这十年的明清地域史研究成果仍是令人期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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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同康培德分析台湾史学界对
“

地域
”
一词的理解各有差异 ，

参见康培德 ： 《族群 、历史与地域社会 ：

“

地域
”
一

词

的理解与讨论 》
，
收人《族群 、历史与地域社会 ：施添福教授荣退论文集》 ， 台北 ：

“

中研院
”

台湾史研究所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３５５
—

３７１ 页 。

② 陈春声 ： 《围绕
“

地域社会论
”
一一

“

明清地域社会的最新研究状况
”

座谈会侧记 ＞ ， 《客家文化研究通讯》 ，第 ９ 期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０８
—

２ １ ５ 页 。 ２０ １
０年森正夫又应嘉义大学史地系邀请作研讨会专题演讲 ，

参见森正夫 ： 《地域社会的视角 和

拥有具体性的地域空间会有怎么样的关联 ？
一按照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的地域社会》

，
收人 《２〇 １〇 第二届 区域史地

硏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嘉义 ：嘉义大学史地系 ，
２０ １０ 年版 ，第 １

一

２６ 页 。 感谢森教授惠賜专文参考。

③ 参与研习营的学员心得 ，可见 网址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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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与台湾区域史研究的 比较》 ，

“

族群 、历史与地域社会
”

学术研讨会 ， 台

北
：

“

中研院
”

台湾史研究所 ，
２００７ 年 １

２ 月 ２０
－

２ １ 日 。

⑦ 李季桦 ： 《空 间与社会
一一台 日

“

地域社会论
”

的比较》 ，

“

族群 、历史与地域社会
”

学术研讨会 ，
台北 ：

“

中研院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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