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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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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 长 足 的 发 展，研 究 人 数 不 断 增 加、研 究 领 域 不 断 拓 展、研 究

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 力 也 在 持 续 扩 大。特 别 是 进 入 新 世 纪，徽 学 研 究 课 题 入 选 国 家

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呈现出“井喷”之势，反映其影响力在持续扩大，其学术基础也更加厚实。徽学研

究的深入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加强、文献基 础 的 夯 实、相 关 领 域 的 细 部 研 究 以 及 把 徽 学 和 徽 学 的 相 关 研

究放到“大历史”中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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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学”或“徽州学”的概念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提出的。徽学作为一种学术潮流也是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的。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是徽学研究

的兴起和 发 展 时 期。进 入２１世 纪，徽 学 走 向 繁

荣。今后徽学研究的深化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一、２０世 纪８０、９０年 代 徽 学 研 究 的

兴起和发展

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徽 学 研 究 在８０年

代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 域 性 徽 学 研 究 学 术 团 体 成 立。１９８５

年，相继成立了安徽省徽州学学会和徽州地区徽

学研究会；１９８９年，杭州市徽州学研究会成立。
二是徽 学 研 究 专 刊 创 办。１９８２年，安 徽 省

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江淮论坛》杂志开辟了 “徽
商研究”专 栏；１９８５年５月，徽 州 地 区 社 联 主

办的 《徽州社 会 科 学》创 刊；１１月，安 徽 省 徽

州学学会主办的 《徽州学丛刊》创刊；１９８６年５
月，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主办的 《徽学》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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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徽学学术交流活动兴起。专题学术会议

主要有：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在绩溪县召开了 “全国徽

调、皮簧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５年５月在歙县召开

了 “安徽省徽州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

论会”、１９８５年６月在屯溪召开了 “徽州地区徽

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８
年在安徽大学召开了 “徽州文书契约整理学术讨

论会”、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在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召 开 了

“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等等。
四是 徽 学 相 关 研 究 领 域 的 团 队 开 始 组 建。

１９８３年，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成 立 了 徽

州文书整理组，开始对历史所馆藏的徽州契约文

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同时对全国相关单位收藏的

徽州契约文书进行调查；同年，安徽师范大学成

立明清史研究室，组建团队，开始进行徽商资料

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五是徽学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研究取得初

步成果。资 料 整 理 方 面 代 表 性 的 成 果 有：张 海

鹏、王廷元主编的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黄山

书社１９８５年版）“是迄今为止徽商研究最具代表

性和权威 性 的 原 始 资 料 汇 编”［１］４２６。安 徽 省 博 物

馆编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 丛 编》 （第 一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 研 究 所 编 《明 清 徽 州 社 会 经 济 资 料 丛

编》 （第 二 辑）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是经过分类整理、校点并公开出版的最早

的两部徽州社会经济类的契约文书集成。徽学研

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叶显恩的 《明清徽州农

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这是徽学兴起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之一；另有 《江
淮论坛》编辑部编 《徽商研究论文集》 （安徽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刘淼辑译 《徽州社会经济

史研究译文集》 （黄山书社１９８８年版）。同时在

期刊杂 志 上 发 表 的 有 关 徽 商 研 究 的 论 文 有７０
余篇。

８０年代的徽 学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徽 州 契 约 文

书整理与研究、徽商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几

个主要方面。

９０年代，徽 学 研 究 得 到 进 一 步 发 展，其 主

要表现有以下数端：
其一，徽学研究的价值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

度认可。（１）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

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入选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２）１９９１年 开 始 设 立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海鹏主持申报的 “徽商

发展史”项目顺利进入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

项名单。整个９０年代，入选国家社科基 金 立 项

项目的徽学研究课题共有６项，除张海鹏先生的

“徽商发展史”外，其他５项是：南京大学李开

的 “清代皖派语言学史” （１９９３年）、安 徽 大 学

卞利的 “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

会的稳定” （１９９７年）、苏 州 大 学 唐 力 行 的 “１６
－１９世纪苏 州 与 徽 州 地 区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差 异

的比较” （１９９８年）、南京 大 学 范 金 民 的 “明 清

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 （１９９９年）、安 徽 省 人 民

政府卢家丰的 “徽文化研究” （１９９９年）。 （３）

１９９９年，张 海 鹏、王 廷 元 主 编 的 《徽 商 研 究》，
荣获首届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优 秀 成 果 三 等

奖，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级别的奖励。
（４）１９９８年 由 卢 家 丰 副 省 长 牵 头，安 徽 省 委 宣

传部和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编撰的 《徽州

文化全书》２０卷本正式启动，“这是安徽省建省

以来最大的一项社科研究工程”。［２］２０９

其二，徽学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

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 徽 大 学、
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国

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就有４次：“首届国际徽学学

术讨论会”（黄山市，１９９４年）、“第二届国际徽

学学术讨论会”（黄山市，１９９５年）、“９８国际徽

学学术讨论会”（绩溪县，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国

际徽学研讨会” （合 肥 和 黄 山 市，２０００年）。徽

学相关专题研究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的

次数更多，如 “第二次戴震学术研讨会” （黄山

市，１９９１年）、“大陆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
（黄山市，１９９１年）、“全国元明清文学与徽州学

讨论会”（黄山市，１９９３年）、“全国徽学学术讨

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 （黄山

市，１９９３年）、“朱 熹 与 新 安 理 学 国 际 学 术 讨 论

会”（黄山市，１９９５年）、“第一届徽州历史档案

与徽州文化 国 际 研 讨 会” （黄 山 市，１９９８年）、
“徽州历史档案与徽州文化国际研讨会”（美国第

二档案馆，１９９９年），等等。
其三，徽州契约文书整理和徽商研究的标志

性成果出版发行。一是王钰欣、周绍泉主编，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的 《徽州千年

契约文书》宋元明编 （１－２０册）、清民国编 （１
－２０册），由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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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出版的种类最齐全、内容最丰

富、部头最宏大的一部徽州原始契约文书资料汇

编”［１］４２７。二是张海 鹏、王 廷 元 主 编 的 《徽 商 研

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这 部 著 作

“既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

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在林林总总

的商人研究成果中，恰如根深叶茂的老树，又当

融融春日开出了绚丽的花朵”［３］；这部著作 “对

驰骋明清商业舞台数百年的徽州商帮进行了迄今

为止最全面的研究，是徽商研究中的一部创新著

作”［１］４３２。另外，这 一 时 期 代 表 性 的 著 作 还 有 王

振忠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９６年版）、唐力行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 （华中理工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等，在期刊杂志上 发 表 的

有关徽商和徽州文化的研究论文近５００篇。

９０年代，虽 然 徽 学 研 究 的 主 要 领 域 仍 集 中

在徽州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徽商和徽州社会经

济史研究 上，但 新 安 理 学、徽 州 教 育、徽 州 宗

族、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等领域受到学界的重视，
并有相应的成果发表。

二、新世纪徽学研究的繁荣

进入新世纪，徽学研究迎来繁荣时期。据不

完全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目立项的相关徽学研究课题共有６３项。 （表

１）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课题一览表

序号 立项时间 立项学科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地区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１　 ２００１ 中国历史 徽州文书所见明清村落社会生活研究 王振忠 上海 复旦大学 青年项目

２　 ２００３ 中国历史
明清商业 经 济 发 展 与 教 育 变 迁———以
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李琳琦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３　 ２００４ 中国历史
国家权 力 下 的 乡 村 统 合———１６至２０
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

唐力行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４　 ２００４ 中国文学 徽商与明清文学 朱万曙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５　 ２００６ 中国历史 明清时期的村规民约与乡村治理 卞 利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６　 ２００６ 中国历史 新发现的明清以来徽州商业类书研究 王振忠 上海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７　 ２００６ 中国历史
扩张、分流 与 内 卷：明 清 徽 州 人 口 与
社会研究

胡中生 安徽 安徽大学 青年项目

８　 ２００７ 哲 学
理学 地 域 化：新 安 理 学 与 徽 州 社 会
研究

周晓光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９　 ２００７ 中国历史 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 汪庆元 安徽 安徽省博物馆 一般项目

１０　 ２００７ 中国历史 经济与文化互动视野下的徽商研究 王世华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１１　 ２００７ 中国历史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研究 陈 瑞 安徽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青年项目

１２　 ２００７ 艺术学 徽州宗族礼俗音乐研究 齐 琨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青年项目

１３　 ２００８ 中国历史
民间文书 与 地 方 社 会 研 究———以 徽 州
文书和徽州区域为中心

刘道胜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１４　 ２００８ 中国文学
清代 扬 州 徽 商 与 东 南 地 区 文 学 艺 术
研究

方盛良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１５　 ２００８ 艺术学
安徽省徽州雕 刻 艺 术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黄 凯 安徽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一般项目

１６　 ２００９ 法 学 明清徽州民事诉讼研究 郑小春 安徽 巢湖学院 青年项目

１７　 ２００９ 哲 学 朱熹与新安学术流派研究 解光宇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１８　 ２００９ 哲 学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 方利山 安徽 黄山学院 一般项目

１９　 ２００９ 中国历史 徽州孝文化研究 周怀宇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０　 ２０１０ 中国历史 徽州典商研究 王裕明 江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后期资助

２１　 ２０１０ 语言学
语言地理学视 角 下 江 西 徽 语 现 状 及 历
史调查研究

胡松柏 江西 南昌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２　 ２０１０ 语言学 徽州韵书抄本比较研究 朱 蕾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３　 ２０１０ 哲 学 朱熹礼学的哲学价值研究 李方泽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４　 ２０１０ 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社会 转 型 中 的 乡 村 教 育 变 革
研究———以徽州乡村为中心的考察

李琳琦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８６１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



序号 立项时间 立项学科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地区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２５　 ２０１１ 中国历史 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 周晓光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重大项目

２６　 ２０１１ 语言学
明清以来 徽 语 的 发 展 演 变 研 究———徽
语区抄本方言韵书音系研究

周赛华 湖北 湖北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７　 ２０１１ 体育学 徽州民俗体育研究 卢 玉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２８　 ２０１１ 中国历史 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研究 徐 彬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２９　 ２０１１ 中国历史 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研究 张小坡 安徽 安徽大学 青年项目

３０　 ２０１１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明清文化传播 与 商 业 互 动：以 徽 州 出
版与徽商为中心

秦宗财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后期资助

３１　 ２０１１ 中国历史 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 黄志繁 江西 南昌大学 后期资助

３２　 ２０１２ 法 学
清至民国徽州 合 同 文 书 的 辑 释 与 研 究
（１６６４－１９４９）

俞 江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重点项目

３３　 ２０１２ 图书情报
徽州藏 书 研 究 及 其 存 世 文 献 的 调 查、
整理与利用研究

薛贞芳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３４　 ２０１２ 图书情报
徽州 文 书 分 类 法 与 元 数 据 标 准 设 计
研究

王 蕾 广东 中山大学 青年项目

３５　 ２０１２ 语言学 １９世纪以来的徽州方音研究 陈 瑶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３６　 ２０１２ 哲 学 戴震批判宋明理学思想研究 任万明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 西部项目

３７　 ２０１２ 哲 学 戴震道德哲学研究 魏冰娥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西部项目

３８　 ２０１２ 中国历史 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 王振忠 上海 复旦大学 一般项目

３９　 ２０１２ 教育学
科举废革与清 末 民 初 乡 村 教 师 群 体 转
型———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梁仁志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４０　 ２０１２ 哲 学 明清时期皖南诸画派美学思想研究 高 飞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一般项目

４１　 ２０１３ 中国历史 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 王世华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重大项目

４２　 ２０１３ 哲 学 明清徽州礼学的转型与建构研究 徐道彬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４３　 ２０１３ 中国历史 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管理研究 陈 瑞 安徽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一般项目

４４　 ２０１３ 中国历史
宋明以来徽州 的 地 域 开 发 与 文 化 认 同
研究

卞 利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４５　 ２０１３ 中国历史 戴震年谱长编 潘定武 安徽 黄山学院 一般项目

４６　 ２０１３ 社会学
快速城市化过 程 中 徽 州 古 村 落 文 化 变
迁机制研究

贺为才 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 一般项目

４７　 ２０１３ 体育学 徽州民俗体育文化 王国凡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后期资助

４８　 ２０１４ 中国历史 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整理与研究 王振忠 上海 复旦大学 重大项目

４９　 ２０１４ 中国历史
明清徽州传统 家 训 资 料 整 理 与 优 秀 家
风研究

徐 彬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重点项目

５０　 ２０１４ 中国历史
民间藏 六 百 年 徽 州 归 户 文 书 的 调 查、
整理与研究 （１３６８－１９４９）

刘伯山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５１　 ２０１４ 中国历史 商业账簿与徽商经营实态研究 马勇虎 安徽 黄山学院 一般项目

５２　 ２０１４ 哲 学 乾嘉汉学的哲学思想研究 吴晓番 江苏 河海大学 青年项目

５３　 ２０１４ 管理学 徽州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融合研究 秦 枫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５４　 ２０１５ 社会学
传统徽州宗族 管 理 文 化 与 现 代 乡 村 治
理研究

沈 昕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５５　 ２０１５ 中国历史 胡适中文书信文献再整理与研究 吴元康 安徽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一般项目

５６　 ２０１５ 中国历史 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研究 康 健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项目

５７　 ２０１５ 中国历史
皖 南 传 统 商 帮 的 转 型 与 衰 落 研 究
（１９１２－１９５６）

李 甜 上海 复旦大学 青年项目

５８　 ２０１５ 哲 学 胡培翚 《仪礼正义》研究 陈功文 河南 商丘师范学院 后期资助

５９　 ２０１５ 中国历史 皖南早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 裘士京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 后期资助

６０　 ２０１６ 法 学 明清徽州诉讼案卷的整理与研究 廖华生 江西 江西师范大学 重点项目

６１　 ２０１６ 中国历史 历史地理学视阈下的徽州佛教研究 王开队 安徽 安徽大学 一般项目

６２　 ２０１６ 中国历史
明清徽州都图 里 甲 制 度 的 区 划 形 式 与
运行实态研究

黄忠鑫 广东 暨南大学 青年项目

６３　 ２０１６ 语言学
徽州方言韵书 及 安 徽 地 方 剧 韵 文 数 据
库建构

田立宝 安徽 安徽大学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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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课题年份分布表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数量 １　 ０　 １　 ２　 ０　 ３　 ５　 ３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数量 ４　 ５　 ７　 ９　 ７　 ６　 ６　 ４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课题学科分布表

学科 中国历史 哲学 语言学 法学 艺术学 图书情报

数量 ３２　 １０　 ５　 ３　 ２　 ２

学科 社会学 体育学 中国文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 管理学 教育学

数量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表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课题地区分布表

地区 安徽 上海 江西 江苏 广东 湖北

数量 ４２　 ６　 ３　 ２　 ２　 ２

地区 福建 北京 甘肃 重庆 河南

数量 ２　 １　 １　 １　 １

表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课题单位分布表

单位 安徽师大 安徽大学 复旦大学 黄山学院 安徽省社科院 福建师大 南昌大学

数量 １８　 １４　 ５　 ３　 ３　 ２　 ２

单位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安徽省博物馆 巢湖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湖北大学

数量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河海大学 商丘师范学院 暨南大学

数量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江西师范大学

数量 １　 １

表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课题类别分布表

类别 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后期资助 西部项目

数量 ３　 ３　 ３２　 １７　 ６　 ２

　　从 表１至 表６所 列 的 数 据 可 以 看 出 以 下

事实：
第一，与２０世纪相比，进入２１世纪，徽学

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的数量

呈现出 “井喷”之势。２０世纪后１０年，进入立

项项目的只有６项；而２１世纪的前１０年则达到

了２４项；２０１１－２０１６的六年更是达到了３９项。
徽学研究课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数

量的快速提升，一方面说明徽学研究的意义更加

凸显，另一 方 面 说 明 徽 学 研 究 的 学 术 基 础 更 加

扎实。
第二，对徽学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日

益增强。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主要是历

史学科的学者从历史学科的视阈来对徽学相关领

域进行研究，９０年 代 入 选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立

项的６项相关徽学研究课题，其中就有５项的立

项学科是 “中国历史”。而２１世纪的６３项国家

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立项学科已达到１２个，它

们分别是中国历史、哲学、语言学、法学、艺术

学、图书情报、社会学、体育学、中国文学、新

闻学与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虽然从 “中国

历史”学科立项的仍有一半以上，但其它１１个

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也将近有一半。这反映出徽学

的多学科影响力在逐渐增强。
第三，从事徽学研究的地区、高校和科研机

构日益增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从事徽

学研究的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屈指可数，主要

是安徽省的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以及北京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的复旦大学、江

苏的苏州大学、浙江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和广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

入２１世纪，虽然安徽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仍是

徽学研究的主体，但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

目的角度看，从 事 徽 学 研 究 的 地 区 已 扩 大 到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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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 （市）、从事徽学 研 究 的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已

扩大到２３所。这 反 映 出 徽 学 的 影 响 力 在 不 断

提升。
第四，从事徽学研究的一大批年轻的学者正

在茁壮成长。２１世纪的前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立项的徽学研究项目共６３项，其中明确以

“青年项 目”立 项 的 就 有１７项、占２７％，如 果

再加上 “一 般 项 目” “后 期 资 助”和 “西 部 项

目”，青年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

徽学研究项目的数量会更多、比例会更高。这批

青年学者都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丰富的知识

储备、开阔的视野和创新性思维，是徽学研究进

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进入２１世 纪，徽 学 的 研 究 成 果 更 加 丰 硕。

徽学资料整理方面，除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校

点重版之外，徽州契约文书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无

疑是刘 伯 山 主 编、安 徽 大 学 徽 学 研 究 中 心 编 的

《徽州文书》第一至第五辑，共５０册 （广西师范

大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５年版）；另外，还有黄山学院编 《中国

徽州文书》 （民 国 编）１０册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年版）和 李 琳 琦 主 编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馆 藏

千年徽州 契 约 文 书 集 粹》１０册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徽学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

果无疑是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２０卷本

的 《徽州文化全书》；另外，还有王振忠 《徽州

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李琳琦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

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 版）、卞 利 《明 清 徽 州 社 会 研

究》（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周晓光 《徽

州传统学 术 文 化 地 理 研 究》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版）、韩结根 《明清 徽 州 文 学 研 究》 （复

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唐力行 《苏州与徽州

———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 （１６－２０世纪）》（商

务印书 馆２００７年 版）、徐 道 彬 《戴 震 考 据 学 研

究》（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汪崇筼 《明

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 （巴蜀书社２００８年版）、
刘道胜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 （安徽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冯剑辉 《近代徽商研究》 （合

肥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王振忠 《明清以

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

文献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丁

希勤 《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方光禄等 《徽州近代师范教

育史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年版）、万曙 《徽商与 明 清 文 学》 （人 民 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吴媛媛 《明清徽州灾害与社会

应对》（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方利山等

《源的守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研究》（中国社

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阿风 《明清徽州诉讼

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等等。
这一时期，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徽商和徽州

文化的论文有３０００余篇，新世纪１５年发表的论

文是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２０年的５倍多。

三、徽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研 究 人 数 不 断 增 加、研 究 领 域 不 断 拓

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

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作为一种学术潮流，徽学

研究始 终 在 澎 湃 向 前。回 顾 过 去 是 为 了 面 向 未

来。接下来，就徽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出几点

个人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徽学的理论研究亟需加强。徽学作为

一种学科概 念 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提 出 的，从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对徽学的内涵和外延，徽学

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价值、研究的时间

和空间有过初步的讨论，但未形成相对一致的看

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徽学的研究实践已

经有３０多年了，徽学的理论阐释和学科体系建

构到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因为这

关 系 到 学 界 对 徽 学 的 认 可 和 徽 学 自 身 未 来 的

发展。
学科是一种学术思想和知识学问的体系。徽

学学科的理论阐述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样几

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徽学的学统问题。徽学有没

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学统？即徽学的学术思想、知

识学问有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传承关系？二是徽

学的学术旨趣问题。徽学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

学术旨趣、知识兴趣和话语体系？三是徽学的学

统和学术旨趣与中华传统的学统和学术旨趣的关

系问题。即承继和发展了什么？有没有地域性特

征？如果有，其表现又是什么？四是徽学和已有

的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其相近的人文

社会学科，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其次，徽学的文献基础亟需加强。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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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科研究和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过去的

３０多年 中，学 界 虽 然 在 徽 学 文 献 资 料 的 发 掘、
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显

著。但作为各种文献资料遗存最多的府级区域，
我们对徽州文献资料发掘、收集、整理和出版方

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仅就契约文书的角度

来说，目前我们整理出版的仅仅是 “冰山一角”。
这方面，我们需要打破各收藏单位对文献资料的

封锁，需要收藏单位和研究单位的协同配合，需

要学者们的奉献精神。
第三，需 要 对 徽 学 相 关 领 域 进 行 细 部 的 研

究。细节决定成败。这虽说的是做事，但对学术

研究同样适用。细节决定着我们对问题了解的程

度；细节有时还决定着事实的真伪，关乎我们对

问题和事件性质的判断。我们以往的徽学研究，
对问题的细部分析不够，导致我们对问题的解剖

浅尝辄止，对问题的分析不够透彻，所得出的结

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细部的研究需要有大量具

体材料的支撑，这方面条件基本可以具备；细部

的研究还需要我们对相关材料的细致分析，而这

方面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
第四，需 要 把 徽 学 和 徽 学 的 相 关 研 究 放 到

“大历史”中进行审 视。我 们 不 能 就 徽 学 来 研 究

徽学，也不能就徽学中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而

是需要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 “大历史”
中进行审视。所谓放到 “大历史”中进行审视，
一是指 要 有 “过 程 观”，一 个 事 件、一 个 现 象，
我们首先要去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如何演

变和发 展 的、每 个 演 变 和 发 展 阶 段 的 特 征 是 什

么；二是要有 “整体观”，无论是小徽州抑或大

徽州都只是中国行政区划的一个部分，徽州的历

史和文化也只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部分，所

以要把徽学和徽学的相关研究放到 “整体”中来

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徽学和徽学

相关问题的特点，才能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地位

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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