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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
;

一门新生学科

—
“社会文化史研讨会

” 纪要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租文化史之闻 ;正在破土的一门姗学科
,

由于其贴近大众社会生

活
、 一

文化心理及跨学科的优势
, 近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

、

文化界人士的注意
。

为了促便盆门

正在形成中的新学科尽快成熟
,

健康发展
,

中国社会料学院社会学所 《社会学研究》 编辑都

和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
,

于 1蛇 2年掩月名。日在北京联合发起召开了 “ 社会文化史学未研时

会
”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社科貌社会学所
、

近代史所
、

历史所
、

哲学所
、

文学所
、

《历

史研究》 编辑部
,

以及北京大学
、

四 irJ 大拳等单位研究历史载 社会学和文化的四十余各专

家学者
。

与会者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
,

以及学科建设等间题进行了广泛的神论
,

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
。

一 ,
、

难立杜会女化班举科的必义
-

对子建立社会文化史这一新伪分支学科
,
大家穆偏感黔十分必要

,

认为这是近些年学术

发展的一个自然趋向
,

对于学术研究的开拓具有现实您义
。

不少何志指出
,

这一新学科的出

现
,

是前些年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发展的必然产物
。

自80 年代 以来
,

随着社会史兴起和文化

热的出现
,

社会史和文化史分别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

填补了一些研
`

究空白
,

但也显示出一些

缺箱
.

`

如搞社会史的
,

往往忽视文化因素
,

侠得脚些研究只是立起了骨架
,

而缺乏更丰富
、

鲜活的丙容
,

更深瓤
、

实质性吟阐释
。

面文化史断究
,

则向两方面突出发展
,

一是只注愈精

英文化
,

即思想史钓研究
,

二是只往盒魏北文低 如饮食文么 服饰文化
、

民俗文化等的分

类研究
。

这些研究角度忽视了各种文化现象之视豹联系和整体性的文化内涵
,

从而显得或过

抽象
,

或嫌支离
,

难以展现社会整休的精神文化面貌
,
因此

,

社会史及文化史这两仃学科的

研究实标
,

表明了两者需要彼此结合
、

相互汇合的趋势
。

与这两八学科既有联系又有握翔续的

社会文化史
,

就是适应这一学术需要而产生的新兴边缘性学科
。

这也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呈

现的日益综合化和分析化趋向钓结采
,

`

最社会史和文化史在汇合中又分化出的分支学科
,

它

力求从更广踢的文化视野着眼
,

在分娜魄鹅拙上进行编会性研究
。

一些学者指出
,

从史学领域看
,

谁99嘛全侧第卫次社会史会议上
,

有的同志正式把牡会

文化史作为新学科而提出来
,

近年这方面扮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初期成果
,

中国社科碗沂代

史所文化史研究室正在编写的 《版代中昌杜会文化变迁录》 ,
就是从滚硫学科角度着眼进行

裸入
、

系统研究的大型课题
。

与会学者 ~ 致认为
,

社会文化史这~ 栽研究领城的开肆
,
豺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必将起到推

动作用
,
会填补许多空白

。

冽如
,

申国文化以稚理为本位
,

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通识
,

但这

种本位作用是如何体现豹
,

却并来娜释玻触
;

稚为上层握鹅的伦理文化
,

是怎样被多数不识

字的下层民众所认可的
,

单从思想角度准璐说清
。

袭从雄会文化的角度
,

通过考察这种怕翅

文化诊透到民众的社会日常生活之中
,
可 以看到上层文化正是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濡染而积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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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般属众的民族文化心理
,

从而使民众对这种本位文化认同的
。

再如厉史上发生的一些童

海事件
、

政拍变动
,

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
,

与社会各方面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怎样
,

以伪伪辱史研究是空缺的
,

显得比较孤立
、

简单
,

而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
,

对许多原来

娜幽娜穷所未触及到的方面
,

会给予更详实
、

更丰富的描绘和解释
,

并且将为陷于迟缓状态

拍透卑
;

学研究开拓撅的生机
,

开辟更广阔
、

更具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
。

昌
、

橄会文化史的研斑对象秘内容
,

舟于社会文化史这” 新学科正处争形成阶段
,

许多河题还比较模粗
,

为了促使其尽快形

成成型的学科体系
,

,

需要对粗关的一系列概念
、

范畴进行清理
,

使其清晰化
, 逐渐建立起卜

套学术规范
。

首先需要界定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

以厘清它与社会更及文化史的学

科界翻
。

与会学者围绕这一间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

归纳起来
,

大致有三种观点
:

`

络扮触舰点
,

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

是历史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灰反映的价值观
、 : 念那籽为准则

。

有的两志从这一学科与社会史相区别的角度路述
,

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

蹂其运动变化的客观状态
,

而社会文化史则侧重揭示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联

系
,

透视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
,

注重社会现象各元素之间的文化联系
,

它关注的是隐蔽在人

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文化因素
,

探索其间具有共性的精神状态
。

姗此
,

相对于社会史主要

描绘社会的客观面貌而言
,

社会文化史则主要揭示社会的精神面貌
。

有的同志针对社会史研

穷的缺陷
,

指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
,

是人们的精神迫求和价值观念
,

亦即解决人们的灵魂

寮握和精神摧托何题
。

如果投有建些
,

哪么这种文化就校有幽命万
,

就投有前途滋些年有轻视

翅种按心文化的倾向
,

使火们变得浅薄
,

因此
,

我们必须注意研究通过人们钓社会活动所反映

豹这些深层的东西
,
寻找种建立支撑我们民族文化的情神力量

`
有如同志从具体文化现象谈

例
,
中圈文化的 , 个显著特点

,

就是价值观愁文化惫识深裸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

从

森食住行到形式化的种种风俗习惯
,

都含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
。

理念的
、

形而上钓东

甄不是抽象出来存在的
,

最高的哲理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
,

许多社会生括形式都蕴含着高
一

深的

鹅理
。

俄们在研究时
,

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

才能较准确地解释中国文化的特性
。

一第鑫种观点
,
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

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相互渗透
,

精

英文化的杜会化过程
,

以及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识
。

有的学者指出
,

社会文化史

对箱英文化的研究
,

与文化史研究所不同的是
,

·

偏重研究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过程
,

;探索精英

突北是怎样影响
、

制约大众文化的发展
,

女任何向下层流动
、

传播的历史
,

以及精英文化又怎
·

料受大众文化的滋养
,

反映民众的意向
、

,

提出思想领域的命题
。

社会文化史对大众文化和社

会跪活的研究
,

与社会史和民俗史研究的区别在于
,

不停留在描述性的
、

恢复历史客观真实

麟貌的研究
,

而是着重对这些社会现象作出文化的解释
。

有的学者指出
,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对象
,

主要应是人类社会生存和活动中所采用及出现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

杜会文化史的涵盖

面
,

既包含大众社会的
,

也涉及上层和精英社会的
,

并覆盖人类杜会生存和活动的各个领域
。

第三种观点认为
,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
:

,

大致可划分为社会结构
、

人际

关系
、

生活方式
、

风俗习惯
、

价值观念
、

社会心理筹六个方面
。

这六个方面不是简单并列的
,

它们之间是互动的
、

连动的关系
,

相互渗透
,

披此影响
。

其中每个方面内部义有不 同层次伪关

抓
,

如社会结构
,

首先是建立在经济生产绪构之上的
.

由此在古代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
,

解

放后划分为工人
、

农民
、

千部
。

这种社会结构可进一步划分为阶级
、

阶层结构。 城乡蛾梅`

佩攀绪构
、

年龄绪构
、

性别带构及文化程度结构等等
。

又如价悼观含方面
,

一

祝包括精英的
,

, 丢1牙
,



也包括世俗的
, _

有些价值观念是上层和下层共同具有的
,
但表现形式不同

。

“ 般来说
,

甲国

的下层民众是以上层的
、

绅士的价值观念为棋仿目标的
。 一

有的伺志提出
,
在研究社会百常生

’

活中的文化现象时
,

还要注意区别不同阶层
、

不同层次的文化关系
。

如中国传统上的婚礼弘

有官方制定的正规婚札程式
,
有民阿流行的实际婚礼形式

,

要注意研究两昔之何弱关系和相
互作用

。

有的同志强调指出
·

,

研究文化现熟 一定要放到具体的文化氛围
、

社会结构之中来

理解
,

每个具体的文化因子都只有在这种与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伪联系中才能确定其意义
。

以

前的文化史研究
,

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的关系被割裂
,

,

搞哲学的不涉及生恬
,

研究物质文

化的只讲物质
,

社会文化史应当注意研究这两方面的结构关系
。

如中国的饮食文化
, ,

不只是

~ 种物质生活方式
,

_

而是与调和人际关瓜 宇宙关系相关联的
,

甚至与政洽相关联
, 餐

由 “ 治

国如烹小鲜
”
这句古语便可看到这种关系

。 _

有的同志强调
1

了研究当今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
,

特别提出应当研究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厉史
,

认为这是影响今天及将来社会生活的重要阶段
,

并相对于现代史
、

当代史的概念
,

而提出了
“
今代

” 的新概念
。

认为随着社会变化节奏的加

快
,

人们更关注当今的社会变化
,

关注与自身有直接关系的文化现象
,
作为历史学家应当担

负起这种责任
。

-

-

三
、

一

杜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

- 一

“
_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独特角度主要还是要靠研究方法来体现
,

由于具体的研究还有待进一

步展开
,

所以现在只能是作一些大致的构想
。

、
~

丫

一些同志指出
,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首先要与原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区穷吐

开来
。

以往的历史学研究
,

有两种传统的史学方患 一是偏重微观研究
,

〕

从分断代到分小专

题
,

眼睛只盯住一些小题目
,

属于一种封闭
、

零散的小生产的操作方式
。 ·

第二是近儿十年来

形成的新传统
,

即以社会发展阶段
、

阶级划分的模式进行贴标签式的 研
一

究 方 法
,

、

现在40 岁

以上的史学工作者中较普遍地存在
,
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 社会文化史应当从这两种旧传统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 一

进行开放性的
、

有机钓研究
。

一

要打破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运用的模式
,

而提倡更为灵活
卜

、

更切近于历史真实的研究
。 、

有的何志

指毋 , 以往的社会史研究
,

有的落入套用林会学理论模式的路径
,

缺乏史的动态感和历史的

独特体系
,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应当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形成 自己独特的体系
。

有的同志从与社会史相区别的角度
,
说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

认为相对于社会史重分

解性研究而言
,

社会文化史则更重综合
,

注重考察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文化联系 ` 如对中国

近代城市商业社会兴起的研究
,

社会史家注重研究工商各行业的统计分析
、

行业结构
、

`

火口

结构
、

一

就业状况等客观状态
,

而从社会文化史角度。 贝寸更注重研究这些商业化变动后面钓文

化变动关系
。

如大量娱乐消遣性商业烟馆
、

茶馆
、

酒楼
、

戏院
、

客店
、

妓馆等行业的兴起
,

反映了大量男女脱离开农村家族关系
,

`

进入城市从事工商活动所造成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以

及由此引起的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伦理观念的变化、 如由原来士农工商
“ 四民”

等级身份观

念向金钱至上的身份观念的变化
,

,

由原来重俭朴
、

、

尚安定
、

守本分的生活伦理观向求消遣
、

求享乐
、

慕奢华
、

重社交的观念变化
。

_

就具体方法而言
,
社会史主要运用社会历史调查

、 ’

资

料统计
、

计量分析及理论模型分析等方法
,

_

力求使研究精确化
、

客观化
,

而社会文化史则主

要运用资料综合分析
、

个案研究
、

比较方法及抽象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法
,

更具思辨

性和多样性
。

一

丫

有的同志提出
,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体系戮构
,

可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

分成不同的

,
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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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和层次
, `

如政治社会文化
、

经济社会文化
、

大众社会文化
、

情英社会文花
,
也可就社会

文化中的典型现象单独立项研究
,

如公关史
、

礼仪史
、

传媒史等等
。

有的同志提出
,

要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
,

将一种文化现象放到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

中去研究
。

以前对具体文化因素的独立性研究较多
,
一

二项一项
,

分支较级牛 彼此缺乏联系
,

结果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难以显示出来
。

特别冤中国文化有极 强 的 结构
`

性特点
,

如中国的建

筑
,

虽然就每个具体建筑物来看
,

构造比较简单
,

大同小异
,

但却具有很丰富的结构思想
。

建筑物之间
、

个体与建筑群之间
,

乃至与自然景物
、

地理环境
、

政治伦理
、

文化心态之间
,

都存在着多样的
、

复杂的结构关氯 中国文化是个结构体冬 而且经千百年发熟 结鲍形界
已很完善

,

很难靠 自身的力量转化为现代性
。

对于一种文化因素
,

不应简单地区分为精华与

糟粕
,

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
,

二者是可 以互相转化的
。

如
“ 守土重迁 ”

界想
,

、

在小农社会是

一种封闭
、

保守
、

落后的文化心理
,

而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在这种心理支配下
,

纷纷

向祖国投资
,

支持家乡建设
,

表现了一种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
。

有的同志指出
,

社会文化史除了需要运用历史学和文化研究方法之外
,

还应借鉴其他学

科如社会学
、

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

并多作跨文化比较研究
。

在研究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同

时
,

还要注意区别研究文化的共性和个性
,

以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相宜关索
。

-

有的 同志就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特点
,

强调指出了文化传播对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意

“缭豁豁鳗粼默默;算黑窦菜:
特定的研究方法

,

而应当是多样性
、

灵活性的
,

无论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的任何方法
,

只要

研究需要
,

都可以借用
。
研究方法不应是主观选择和规定性的

,

而应当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

而决定
。

这更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向
,

应当从一种综合的
、

更广阔的视野着

腻 以综合的、 多样化的方法进行研究
。

此次会议中
,

与会学者在围绕上述间题进行广泛讨论的过程中
,

对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

科普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

大家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种种不同看法
,

但至少在一点
,

上达到了共识
,

即对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给予了认可
。

同时
,

也使一些原来比较模糊的间

题更加清晰化了
。

这些都标志着这一新学科正在走向成熟
。 ’

·

此次会议中
,

大家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
,

即普遍认为
,

象这样历史学
、

社会学
、

文化学

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到一起
,

就共向感兴趣的学术领域进行探讨
,

这是以前很少有过的形

式
。

事实证明
,

各方面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
,

对社会文化卑这~ 正在发展中的边缘性学科

进行探索
,

以各 自不同的视野
、

不同的思路
、

不同的方法
,
彼此沟通

,

互相启发
,

弥补了单

一学科的狭窄局限性 , 发挥了跨学科的优势
,

使社会文化史这一新生学科获得了多方面的滋

养
,

这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

·

会议发起组织单位的同志也表示
,

此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

达到了预期目标
。

`

并表示
,

在

今后进行实际研究的过程中
,

要经常利用类似的形式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
,

还要进行系列性

的学术交流活动
。

下次会议将以
“
中国社会文化与近代化

”
为题在适当的时间召开

,

希望届时
能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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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