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召开之前 ,各地已推选出了 113名理事 。新一届理事人员构成 ,从年龄上看 ,50岁以下者占

36.6%;从部门上看 ,来自科研和教学单位的占 70.8%;从职称上看 ,正 、副研究员和教授占

93.9%。这一结构基本符合筹备会议的既定目标 。接着 ,他又介绍了各位被推举的常务理事

候选人的简历。

随后 ,理事们进行投票 ,并产生了陆学艺 、郑杭生 、王辉等 33名常务理事 。在当天召开的

新一届常务理事会议上 ,陆学艺同志当选为新任会长 ,郑杭生 、王辉等 9 人当选为副会长 。上

届会长袁方教授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常务理事会还根据会长的提名 ,通过了由宋家鼎同志担任

学会的秘书长 ,并通过了聘任了王康等 12位老同志为学会顾问 。常务理事会后 ,新当选的会

长又举行会议 ,就会后工作初步交换了意见 ,并根据宋家鼎同志的提名 ,通过了由张健等 7人

担任学会的副秘书长 。至此 ,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人员已全部产生 ,第四届理事会议获得了圆

满成功 。在今后的数年里 ,新一届理事会将带领中国社会学界去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并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 (范广伟)

《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简介

中国的社会史料积累丰富 ,开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大有可为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

授 、历史学博士王日根撰写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是目前乡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

又一力作。作者选择了明清基层社会中最能体现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的会馆这一社会组织 ,

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式 ,指出明清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 、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

的一种社会组织 ,是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 ,是对家庭组织的超越和对社会变迁形势的适

应与创造 ,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及其限度。作者首先检讨了过去对会馆概念的认识 ,从而提出

了自己对会馆的界定 ,接着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了会馆发展的阶段性与地域差异性 。

然后作者考察了明清市场机制 、人口流动 、科学制度发展与会馆的相互关系 ,揭示了市场机制

是明清社会变迁的关键机制 ,商品经济的发展把全国的大中城市卷入市场网络之中 ,有的地域

商人长期活跃于其中 ,以致形成大的地域商帮 。作者还就会馆的组织结构 、会馆的权力配置与

内部关系 、会馆的经费来源与收支管理等进行分析 ,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出各类会馆内部兴衰的

原因 。作者还考察了明清阶级关系变化的新特征 ,即“四民”观念的模糊化 、贫富贵贱的迅速变

化和阶级利益的明朗化。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曾令官府行之已久的官僚行政体制束手无策 ,而

会馆作为一种自发的和民间的社会组织在实现会馆内部整合 、移民社会整合与中外文化整合

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书中继而分析了明清会馆与明清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 ,认为 ,明清会

馆文化的取向大体包括: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 ,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文化继承与

文化更新三个方面。在结语部分 ,作者阐明了会馆的历史地位。认为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

在明清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 ,在从家庭观念走向更广大的乡的观念直至国的观念的过程中起

着中介作用。

由此 ,作者就完整地建立起了他对明清会馆的系统研究框架 ,较之前人的研究 ,本书视野

较为开阔 ,方法更为多样 ,也更贴近社会学的研究路子 ,具有鲜明的开拓和创新的意义 ,书中形

成的许多见解也足以引起学界的重新思考。 (胡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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