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

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

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

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

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

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

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

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

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

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刘传霞：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

[简介]从身体政治层面来系统化地考察当代文学的发展

与流变，为原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作为聚焦点的文

学研究增加一个新的分析点、观察点，让我们对原来被

忽视、零散的文学现象有一个新的认识，警惕其中存在

可能连续发展的问题，认清我们每个人与“自我”相关

联的身体都是存在于一个特定时空之内，身体并非是一

个完全自我的存在，而是受到各种话语权力的操控的，

同时通过对身体合理开发与引导，也可以对社会文化的

发展产生前导性的效果。 这种切身性、贴身性的研究，

尤其是对女性主义的身体叙事在中国所遭遇的复杂与吊

诡的效果进行剖析，也为我们提供一个检讨、审视中国

当代社会从1980年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资源或参照系

统的身体理论，照顾到中国文化的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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