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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隆进 广西师大出版社 

小引：导师的导师——黄宗智 

黄宗智教授是我导师的导师，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师从学

贯中西的大学者萧公权先生。黄老师从 1966 年始就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校区（UCLA）历史系，1991 年晋升“超级教授”（Professor，Above Scale），

曾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我读研究生时，在沪上师从刘昶教授，而刘昶老师在 UCLA 读书期间，导师正是

黄宗智教授和白凯教授（黄老师和白老师是夫妻）。 

 

黄宗智教授 

2004 年荣休后，黄老师将主要精力放到国内，开始用中文写作，其学术研究的

关怀也从农村社会经济史、法律史转向中国现实的农业经济与法律社会问题。用

黄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用时兴的话来说

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黄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可谓著

作等身：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

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他的《超越左右：从实践历

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



实践的探索》、《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及《实

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等著作也都享誉学界。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作者：黄宗智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黄宗智教授的著作都是各大出版社争夺的焦点，中

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书店、法律出版社等均出过黄老师的著作。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已经完成出版，后续黄老师的代表性著作也

将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那么，黄老师著作的版权，我是如何拿到的？这里的

故事或许值得一说。 

因缘：“从师门开始”做书 

我的学术兴趣一直都在明清以来的中国史上面，说得更细一些，便是明清以来的

社会文化史，地域则集中在江南。本科时，因为在基地班的缘故，大二开始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我自然是选明清史方向。 

一开始便走入“专”的领域，其实有利有弊，但诚如师长教诲与指点的那样，平日

的阅读面一定要相对宽泛。以我的兴趣点明清社会文化史为例，我必须要在明清

史的其他专门领域扩大阅读面。在师长的指导下，传统政治史的阅读自不必多言，

此外明清经济史成为我阅读和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我最先阅读了傅衣凌、吴承明等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后

来转向国外学者，读了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彭慕兰《大分流》、弗兰克《白



银资本》等，一时被“加州学派”的框架和论证所吸引，但同时也接触了与其针锋

相对的黄宗智教授的观点。 

还记得当年，在桂子山老图书馆一楼有一家书店，人文社科类的学术书很多。多

次徘徊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购买了黄宗智教授的两本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

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拜读后，围绕明清经济史

的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其对思考和认知带来的冲击至今记忆犹新。 

 

2010 年购买了黄宗智教授的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教授的最主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内卷化”发展的困境，其认

为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是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这种“内卷化”即是建立

在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导致亩产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家庭年收入的有限增长，

但同时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 

无论李伯重等所谓“加州学派”的学者对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给予多么高的评价，

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农业的这种发展为何没有发生突破，并为其他近代工

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此外，其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江南）农业的发展动因归之于明清时期

所谓“早期工业化”的基础，更有前后嫁接与断章之嫌。就这些方面而言，黄宗智

教授的“内卷化”分析及其后“隐性农业革命”的分析是有其独到之处和启发意义

的。 

读研期间，我收获最大的一门课是导师刘昶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讨论课，每

周得阅读两本著作，撰写读书笔记，然后课上展开讨论。黄老师《华北》《长江》

两书自然是必读的，“加州学派”的著作同样也绕不过去。 

在课堂上的讨论，刘老师的引导与点评都是自由而开放的，完全是基于学术上的

争鸣，刘昶老师不会因为黄老师是其导师，而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上存在门户之见，

比如中西方历史的“大分流”问题，老师都是主张我们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

考并发表见解。 



研究生阶段，我的兴趣依然在社会文化史方面，刘昶老师也充分尊重大家的兴趣

选择。现在想来，我还真是有悖师门的“传统”。 

硕士毕业后，我来到出版社，成为一名古籍文献小编。2018 年 10月，在结束了

一年零一个月的外单位借调后，我重新回到社里，开始做社科书。从何做起呢？

思来想去，还是从师门开始。 

于是，我通过邮件与黄宗智老师、刘昶老师联系。我希望出版黄老师的著作，刘

昶老师自然是很高兴；而此时，黄老师的著作出版，在其他出版社也遇到一些困

难（其内部问题）。经过“无数的”邮件往来，以及数次跨越太平洋的微信视频，

黄老师决定将其著作（新书+旧作）全部交由我处理。 

 

与黄宗智教授的邮件往来 

我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将黄老师的三本新书从编辑的角度审读了一遍，并提出

了一些修改意见。其后，又经过漫长、反复的沟通，大到某一段落，小到某个概

念，我都尽可能地从编辑的角度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又尽量不妨碍黄老师整体观

点的表达。 

过程虽然艰辛，但收获却是巨大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选题策划，“锦上添花”谁都可以，最难、最可贵的是“雪中送炭”。 

图书出版后，我给身在洛杉矶的黄老师寄送作者样书，受疫情的影响，样书的运

送同样是一波三折，但好事多磨吧。黄老师收到样书后，一定很高兴，我透过电

子邮件中的文字，可以想象黄老师拆包裹、拆图书塑封时的神情。黄老师在邮件

最后说：“白凯和我昨晚为了庆祝，喝了点我们保存的最好的酒。这里要向你举

杯再说一声‘感谢’！” 

黄老师还将此信抄送了刘昶老师。看到老师们高兴的样子，这也是作为学生的我

最感骄傲与自豪的时刻，这与出版有关，也与出版无关。 

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全三卷）的总序题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

的社会科学》。早年，黄老师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问题，引发过

学术界的大讨论；而“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则是黄老师近年来所一直倡导的，并从

理念、方法和实践上进行引领。具体到新书上面： 

 

卷一，是黄宗智教授的“看家领域”——中国的小农经济研究。从明清以来小农经

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困境，到改革以来“隐性的农业革命”，黄宗智教

授致力于探寻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

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抗鼎之作的后续思考，《中国的

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以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为主轴，以中国新型的农业革

命为基点，立足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与实际，探寻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出路和符

合中国农业实际的长远发展道路。 

卷二，是黄宗智教授关于法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新型的正义体系乃是一个

结合三大传统的产物：一是古代的“中华法系”，尤其是其主导性道德价值和民间

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调解机制在革命传统中的大规模推广，包括由国家法律和

民间正义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宽阔半正式第三领域正义，也包括其为民服务和社

会公正理念；三是从西方引进的形式主义个人权利法律。今后的发展进路不在三

者中的任何单一方，而在更好、更精准地融合三者，朝向一个新型的、可能成为

新的“万世之法”而推进。 

卷三，还是一个尚未受到充分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全球通

行的学术与社会经济概念，指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城镇就业。中国

城镇就业人员的大多数来自“半工半耕”家庭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与其农村家庭

组成真正的城乡“劳动者”的绝大多数。本书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梳理半工半

耕的小农家庭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历史背

景以及非正规经济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通过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的视

野，提出作者关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思考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建议。 

三卷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整体上又统一互补，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的视野相互交

织，共同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明清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正义体系变迁的重要切

入点。在小农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法律（正义）问题；同样，我

们也能在正义体系的研究中读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脉络。 

这就是黄宗智教授倡导的“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成果。作为享

誉学界的美籍华人学者，三卷本新书可谓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展望：更适合中国自身的系列丛书 

黄老师指出：“现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由某一特定的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一项

由该理论视角所生发出的研究问题，目标则是要去证明所设定的‘假说’。这种研

究方法可以是被明确说明的，也可以是未经明言的，但总是带有一系列不言而喻

的预设，甚或是无意识的预设。”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当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基

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其认识的进路往往伴随着西方的经验。 

因此，黄老师倡导“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把上述的认知过程颠倒

过来，“不是从源自西方的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假说出发，而是从研究对象

国家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而后进入理论建构”。“从实践出发的视野要求将历史

过程作为出发点，要求由此出发的理论建构。 

但是，这样的实践和理论关怀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斥或盲目无视西方的社会科学

理论，而是要与现有理论进行自觉的对话，同时自觉地借鉴和推进西方内部多样

的非主流理论传统。此类研究还可以表明在实际层面上，在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

理论以外，有必要结合西方主流以外的理论传统去理解西方自身的经验。” 

 

黄宗智教授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从第十五辑开始，由广西师大社出版，

右一为最新出版的第十五辑 

基于此，黄老师主编了“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计划收入在实践法史与法理、

实践经济史与经济学，以及中国乡村的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著作，

也包括讨论中国创新的著作，这些创新已经发生在实践内，但却尚未得到充分的

理论关注和表述。其目标是要形成一系列具有比主流形式主义研究更适合中国自

身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观念的著作。 

这套丛书，也将由我统筹出版。以上所引的文字，便出自这套丛书的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