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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
发展的前景

杨念群

内容提要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尽管有外来刺激作为自身的动力，但研究者“生活身份”
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无疑是一重要特征，同时也与中国广大区域文化与社会演变的不平衡状
态有关。 区域演变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不同地区可提供给社会史研究者的探索场景和资料存在着极
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容易使人们认为，具备某种“人类学”意义或价值的“区域”以及自幼生长于
斯的学者，自然应具备某种先天性的研究优势，从而导致了社会史“在地化”研究取向的兴起。“在地
化”经验通过历史感觉的积累与培育有可能提升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品质，关键在于，须防止研究者
的“在地”身份被本质化，从而限制研究者进行“跨区域”探索的视野。 同时，本文亦提出在超越城乡
二分对立框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入观察中国人“感觉世界”的问题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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