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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相关资料建设还很不充分。在搜集整理利用方

面成效较显著的主要集中在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社会调查等，虽然有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很多不足，资

料搜集的范围和利用效果都不理想。这就需要在当前及今后大力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资料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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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

展，但一些研究领域仍有待拓展，当代社会史即为

其一。相较其他研究领域而言，当代社会史研究明

显滞后许多，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还不充

分。而一项研究的拓展，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则为首

要工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而新资料的挖掘

或范围拓展则又是推动历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条

件。有鉴于此，本文即对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

集、整理现状做一评述。①由于学界对中国当代社

会史资料整理和利用的程度差异很大，相比较而

言，利用最多的主要为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社
会调查，其整理的文献成果也相对多一些。因此，

本文也首要对这些类别的资料进行评析，其他相

关史料则由于篇幅所限，难以做翔实的评述。

1.档案

档案②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其对中国当

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综观这些年

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论著，其多数依据的主体

资料即是各类档案。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

究中，利用率最高的则属档案。但各类档案的利用

情况又存在极大差别，就当代社会史而言，有关的

档案整理出版并不多，或者说高质量的档案资料

汇编还极其缺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现已陆续出版三

批，第一批（1949—1952 年）12 卷、第二批（1953—
1957 年）9 卷、第三批（1958—1965 年）10 卷。该套

丛书按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

排，按专题立卷设纲目，每套设有“总序”，书后附

有部分资料索引；内容涉及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

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

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且

正文内容全部采用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或全录、
或节录、或摘录，而每一卷资料又都构成一个有机

整体。该套丛书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经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更是中

国当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然亦是进

① 当代社会史史料的介绍评述文章有：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高华：《当代中国史史料

的若干问题》，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张

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邓群刚：《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

与利用现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9 期等。但以往研究多在论述当代史史料时涉及社会史，或只侧重社会史资料中

的某一类别方面。
② 有关档案的定义有很多，但对其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的本质特性，档案学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有学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将档案的定义进一步表述为：“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

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 页）

但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为了行文分类清晰，此处所指档案主要是国家档案馆所藏各类档案，民间收藏的公私档案则放到民间

文献部分予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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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进行了部分档案的

整理出版，如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
石家庄档案局（馆）编《石家庄抗击非典档案史料

汇集》、宁波市档案馆编《见证宁波辉煌·宁波改革

开放三十年档案史料图集》、河北省档案馆编《河

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市档案馆陆续编

辑出版了《天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解放初期天津

城市经济宏观管理》、《天津土地改革运动》等资

料。其中，《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反映

了天厨味精厂从创建到发展，到迎接解放和接受

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几个阶段的历史过程，收录

了包括函电、合同、契约、会议记录、业务报告、账
表等大量档案资料。①《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

编》选用河北省档案馆藏 1946 年至 1952 年的档

案史料，以省级文件为主，同时也收入一部分地市

县级有代表性的文件，以工作总结、报告、指示为

主。②

2.民间文献

民间文献多产生、留存于田野、基层社会和普

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契约、文书、账簿、信

函、日记、笔记等，主要反映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

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内容。随着当代社会

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民间文献的学术价值

也逐渐被学界认识，搜集和整理的队伍和范围也

日益扩大。其中成就突出，最值得关注的则属山西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山西各地已

搜集到集体化时期 100 余个村的民间文献，是开

展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史

料，已成为迄今规模最大的集体化时代民间文献

中心。这批资料或以个人档案突出，或以村庄基层

活动面貌突出，或以成册上级文件突出，或以较为

完整的账册和各种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数字呈现，

年代横跨 1945 年至 1982 年；地域包括村庄、公社

以及灌区、工厂、百货公司、供销合作社等，遍及山

西全省 50 余处；内容涉及经济活动、政治运动、文

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

等文本资料和实物。③该中心已计划利用这批资料

影印出版 100 册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则将搜集

范围扩大到整个城乡，整理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

史料集刊》系列，已有《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

队档案》《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物资局整风鸣放

材料》《茶厂 1957 年整风大字报》《花岭大队表格》
《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等 9 种。收录了流散于

社会的各种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

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主要反映了 1949 年

以后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

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为读者提供

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④

复旦大学则于 2011 年成立了国内高校首个

专门以收集民间社会生活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从事

学术研究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并根

据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进行数据库建设，已建成

运行了“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

库”。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思则搜集了

河北昌黎县、邯郸临漳县、山西晋城市阳城县 3 个

村落的档案文书，以及河北邢台县前白岸公社党

委书记乔钦起的工作笔记。这批文书档案内容极

为详细、丰富、完整，而河北昌黎侯家营村的档案

资料则又连接着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满铁对该村

的调查，具有前后连贯衔接的特殊价值。
此外，笔者亦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民间文献资

料，包括河北定县一个村集体企业从上世纪 50 年

代至 90 年代初发展历程的较为完整的档案，以及

两种连续记载 50 年以上的私人日记等。
3.口述史

口述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除档案资料之外

的另一重要史料，与当代民间文献相比，抢救口述

史料更时不我待。现今，参与或目睹过新中国历史

变迁的人物尚在，但如果不抓紧采集史料，随着时

间流逝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丧失记忆能力或逐

渐离世，则会永远丧失机会。也正因如此，近年来

① 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年。
②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③ 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中国乡村研究》第 5 辑，福州：福建教育出

版社，2007 年。
④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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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

的学者积极投入于此，做了大量口述访谈和整理

工作，并取得了众多成果。而一些口述史研究机构

的成立则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项工作的进展，比

如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温州大学口述历

史研究所等。
目前，就当代社会口述史研究对象而言，涉及

颇广，包括土改、抗美援朝、反右运动、大跃进、根
治海河运动、人民公社、“文革”、农村妇女、知青、
赤脚医生、农业生产责任制等。如关于知青口述史

业已取得众多成果，如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

觉醒一代的声音》，刘中陆主编《青春方程式：五十

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等。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
格各不相同，或着眼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

眼在那些成功人士身上。而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

口述史》更重于所选人物的典型性，作者从当年官

方树立的知青典型、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以及一些

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中，选取了家庭出身、文化背

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的 13 人进行采

访，从而得到了对那场运动各不相同的带有极其

鲜明个人色彩的评价和感受。①

其他又如：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

寨人说大寨》、吕国光主编《农民工口述史》、吕兆

丰等主编《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等。其

中不乏佳作，如《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

寨》重现了大寨村近 60 年的沧桑巨变，包括了大

寨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村容村貌、乡风民俗等

各方面。②而最值得称道的是魏宏运、三谷孝主编

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该书的一二三

卷是 1990—1995 年“华北农村调查团”先后对当

年满铁调查过的北京吴村店、沙井村，天津的冯家

村，河北的寺北柴村及山东的后夏家寨村的考察

访问记录，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完整的保存下来。③

4.社会调查统计资料

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是别具一格且尤值得当代

社会史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史料。社会调查者可以

是各政治派别、政府、学术团体、学校及个人，调查

对象则包罗万象，可以涉及城市与农村社会的各

个方面，具有社会性、针对性、真实性及典型性。他

既保存了大量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调

查者对各种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是深

入研究社会史的不可多得重要资料。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一些

科研机构即已编辑整理了大量调查资料汇编。如，

《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30—
1936 年、1950—1955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

研究所调查研究资料汇编》（第 1 集 1958—1961

年）、《1967 年水稻病虫调查研究资料汇编》等。其

中，《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是

在商业部指示及领导下，以商业厅为主，结合统计

局、粮食厅、工业厅、农产品采购厅、供销合作社、
对外贸易局等有关部门，从省、专、市、县抽调了

144 名干部编制而成。全部资料包括抗日战争前

（1930—1936 年） 及新 中 国 成 立 后（1950—1955

年）各年的工农业商品价格，以及依据这些价格计

算出来的工业商品消费物价指数，农产品收购价

格指数资料、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单项商品比价

（工农业商品比价、粮种比价、其他农产品与粮食

的比价）等，是一部较系统、在商品范围上又比较

全面的历史价格资料，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人

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参考资料。④此外还有，《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

编》（1985 年）、《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双

变量和三变量资料汇编》（1991 年）等。
而本世纪也有一批大型调查丛书汇编出版，

如《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民族经

济村庄调查丛书》，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

调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中国国情丛书：百县

市经济社会调查》《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跟踪调

查》《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等。除这些大型调查资料

汇编外，还有一批直击当前社会民生热点问题的

调查专著涌现，其内容涉及乞丐、女保镖、地下性

工作者、的哥、消费黑幕等中国种种社会现象，这

些调查著作并无大而不当的理论，而是从社会细

微处入手，颇有价值。此外还有众多乡村社会研究

者的乡村调查，如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转型期

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是对当下中国乡村所做的调

查，作者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深入透视，如农村里的

半熟人社会、农民的合作能力、制度下乡、村庄精

①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② 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广州：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年。
③ 魏宏运、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④ 《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河北省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查研究办公室编印，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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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谱系、农民负担机理、积极行政的功与过等，

试图建立起关于中国当下农村的各个面向。①

除以上所说四类史料外，其他诸如各级各类

文史资料、地方史志、纪实和回忆录、报纸和新闻

稿件、文集文稿以及国外史料和史学史资料等等，

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并且

在整理与利用上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此不再一

一赘述。

因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兴起只是近几年的事，

起步晚，这也就造成了其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远

远落后于其他研究领域，迄今还未见到成系统、较
具规模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汇编出版发行。②即

便是从目前学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

理来看，也存在很多不足。
1.从资料的搜集来看，更多偏重于档案，对其

他如民间文献、口述史及各类影音与实物资料的

搜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够，且缺乏专业机构（如档

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的介入。
多年来，人们对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保管的档案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但对

留存于民间的各类文献却关注不够，从而造成大

量珍贵的民间文献流失、破坏和损毁。新中国成立

后即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加之此后各类部门的

频繁变动，许多私人史料被抄没、毁坏或遗失，大

量的未公开发行资料也不断被处理或销毁。近几

年，笔者从废品回收小贩处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各

类文献资料，也多次到基层造纸厂园区废纸回收

站搜寻。但凭一己之力也只是搜集到极其有限的

少量资料，绝大多数的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就此化

作纸浆。实际上，种类繁多的民间文献不仅是官藏

档案的必要补充，更是完整真实记录中国社会全

貌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虽然近些年民间文献的

重要价值已引起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及学者的重

视，并开始积极从事此项工作，但总体上仍处于一

种分散状态，彼此之间缺乏充分系统的交流合作；

而且目前能够较为系统地收集中国当代民间文献

的只有少数几所高校，具备良好收藏条件与专业

收藏技术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却因认识

及经费等原因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即便是档案的整理出版也乏善可陈，与史学

研究所需存在很大差距，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成规模系统的档案整理工作

还极少，虽然有部分档案馆在期刊、网站等刊发少

量的专题馆藏档案，但却显得极其零散和不系统。
而就民间文献的搜集来看，往往会因收藏单位或

个人的喜好和关注点不同，文献的种类与范围也

就会存在一定的局限。就搜集种类而言，现在还多

偏重于口述史资料和农村基层档案文献。当代民

间文献史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存在形式的多

样，除了传统的文本类型外，更有各类影像、录音、
电子数据等新型文献资料，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价值。再就搜集的地域来看，现阶段当代民间

文献的搜集仍多集中在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西

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当代社会史资料搜集整理

工作尚显落后；且已有工作又较多集中于农村地

区文献的搜集整理，对城市的关注还不够。同时，

限于资金及专业人才的缺乏，民间文献的整理出

版工作严重滞后，这都对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产

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口述史近些年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目前很多学者所做口述

史主要围绕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以此做学术研

究的扩充，这样所形成的零星的口述史虽也做了

一些历史记录，但终究口述样本数量有限，尚不成

规模，且其未能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影响到史

料的原始性。二是从事者许多并未受过口述史学

的正规训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史资料的质

量，很多采访者也只是临时接受简单的培训而已。
三是从采访对象来看目前主要还是集中于名人和

重大事件上，对普通民众的访谈仍然较少。限于经

费及保存场所等原因，其他诸如各类影音及实物

资料的搜集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2.从资料利用效果来看，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

民间文献利用效果都不理想。与古代史、近代史相

比，当代史具有十分丰富翔实的档案资料，但其利

用开发程度却又明显滞后。
首先，从档案的利用方式来看，其主要在固定

时间固定地点直接提供案卷查阅，这既极大地限

制了档案信息的利用，又需要利用者投入大量的

①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② 由行龙、韩钢、张乐天分别承担的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已经分区

域在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不久的将来即会出版相当数量的各类档案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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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精力与费用。此外，从档案开放程度来看，当

代社会史档案还尚未像古代与近代档案史料那样

完全处于公开状态，特别是“文革”时期以及现行

档案很多都属于“控”档，尚无法解读利用。虽然现

在一些科研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档案馆合作整理

档案资料，但仅就当代史这个庞大的档案矿藏而

言，还只是刚刚开掘了一个角落。此外，一些档案

管理部门在档案升级过程中，也撰写了一些编研

资料，但大部分还是停留在一般简单的汇编，给查

找和利用带来一定的不便。
其次，从档案的利用程度来看，虽然官方档案

为当代社会史研究广泛利用，但利用程度并不是

很充分，很多宝贵档案仍藏之闺阁，就是研究较为

集中的新中国初几十年的案卷，虽然很多也被查

阅利用，但就整体而言也只是冰山一角。如河北省

档案馆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建国后河北省党政机关

如工业、农业、商业等宝贵档案文献，例如商业厅

主管下的中国畜产公司河北省公司（1949—1956

年）、河北省百货公司（1950—1966 年）、河北省纺

织品公司（1950—1967 年）、中国文化用品公司河

北 省 公 司 （1955—1957 年）、河 北 省 贸 易 公 司

（1949—1957 年）、中 国 土 产 公 司 河 北 省 公 司

（1950—1953 年）、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河北省石油

公司（1950—1957 年）、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河

北省公司（1955—1957 年）、中国化工原料公司河

北省公司（1954—1957 年）、中国五金机械公司河

北省公司（1954—1957 年）、河北省糖烟酒蔬菜公

司（1947—1957 年）、河北省饮食服务公司（1956—
1957 年）、中国蔬菜食品杂货公司河北省公司

（1955—1957 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医药

公司（1951—1957 年）、河北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1954—1964 年）等建国初期近二十家公司档案的

卷宗，这些公司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

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卫生厅主管下的河北省防

疫大队（1950—1968 年）档案，也反映了新中国卫

生防疫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以及劳动

局、人事局中有关移民、就业、工资改革等等众多

宝贵档案，都有待于开发利用。
最后，当代民间文献的利用也会受两个因素

的影响：一是受“开发”的限制。现阶段对民间文献

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工作还仅限于个别高校和学

者，还不能形成体系化的资料库，利用起来自然存

在一定难度，显得有些支离破碎。此外由于收藏者

多将自己搜集到的史料藏诸深山、不轻易示人，除

极少数近水楼台者外，真正能够利用民间文献史

料进行研究的学者或学生，还寥寥无几。二是与古

代、近代相比，当代史资料的搜集有数量多、便于

调查搜集的优势，但同时也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

以及一些官方档案还未解密等因素的影响，解读

较为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当代民间文

献史料的利用。无论是口述资料还是文本史料都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解读困难。毋庸讳言，口述

回忆史料因时过境迁，加之当事人的主观意向和

记忆偏差，其真实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而文

字文献的形成、留存，也难免会受到时政的影响，

因而也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些因素就造成了

如今民间文献利用上的尴尬处境。
另外，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往往

集中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而对近三十多年社会

历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却明显不足。这首要受当代

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当代社会史研

究主要集中在建国初年至“文革”这几十年的时间

段里，而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的历史相对研究的

很少，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问题更多的是为社会

学等学科所关注。其次这也与当代档案史料的开

发及开放程度不无关系。
基于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及不

足，笔者以为当前及今后的工作应有“轻重缓急”
之分。首先，应大力加强口述史工作，这是当务之

急。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活动的当事人将记

忆衰退以致一批批故去，如不加以抢救性搜集，若

干年后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恐将无口述史可作。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主要人物或主要

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访谈，更要重视普通百姓

对日常生活的讲述，这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其次，要加强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民间

文献规模十分庞大，非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能够胜

任，这就需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更有条件

的专业机构加入，完善收藏种类，建立成体系的当

代民间文献资料库。再次，要积极谋求档案馆与高

校或科研机构的合作，进行有规模有系统的档案

整理，各级档案馆的新中国各历史时期档案文献

比较完整，内容也十分丰富，如能将不涉密的档案

成规模系统的整理出版必是对当代社会史研究的

重大推动。最后，还要注重实地社会调查，当代社

会史研究如果离开社会调查将是极大的欠缺。但

社会调查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各种文本、数据或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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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at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But

construction of data is still not enough. On the collection using the results significant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chives, folk literature, oral history, social investig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the scope of data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is requires great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information o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ork.

Key Words: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Data，Reflection

谈资料的搜集，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观察与体验，由

此形成的调查笔记或报告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

内容。
史料为史学之基础，然真正脚踏实地做资料

建设工作并非人人所愿，以为是为他人作嫁衣。殊

不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长足发展必然从资料

的搜集和整理开始。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近代史

资料丛刊”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

发展。因此，唯有先期进行资料建设这种学科基础

工作，才能使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走上更加有序、
良性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其成为一门更加成熟的

学科。正是鉴于此，笔者所在研究团队近些年一直

致力于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计划

将整理好的资料陆续出版。可以预见，随着学界一

批批当代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发行，这一领域

的研究者将告别以往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分散

化，转入基础性与研究性相衔接的系统性、规模化

研究，使当代社会史研究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迈

上更高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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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乡村史、中国社会经济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中国史研究

·史苑撷英·

“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

在“东南互保”的既有叙事中，往往有“议定”“订立”“签约”一类的表述，从而造成约款已既

成事实的印象。中方的交涉目标起初设定为“订约”，在沪代表也拟议了具体章程及其附件的草

案，寄望于中外双方签字生效。相关的两份核心文件均以“章程”命名，在当时语境中可以与约款

等同视之。尽管中方所拟章程以慎重出之，力求周全，但由于列强政府基于本身利益考虑，以及

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章程细目并未被接受，交涉的主题渐由“签约”向“换文”转移。也就是说，中

方不再追求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转而通过互换照会达成某些和平性质的协议。从国际法

角度来说，换文往往言明签署后立即生效而不需要经过批准，在国家间需要迅速缔结和执行协

议时，这种形式是特别方便的。对中方而言，可以说是灵活的权宜之计，实则为退而求其次的选

择，为面对僵局时不得不然的一种妥协。而领事团在公布和平告示、确认全权身份等要求一一得

到满足后，并由于中方一再坚持，最终以复照形式申明，各国在利益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将不在

长江流域用兵的基本精神。
由此，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此次交涉的主线，并对此前在学界以及历史教科书当中误为“常

识”的史实作出修正，即“东南互保”没有“议定”或“签署”所谓的约款，而仅以换文的形式达成了

中外保护的谅解。
（摘编自《学术月刊》2013 年 11 期，作者：戴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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