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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内山雅生

（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班总括）

本次研讨会是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班（简称“近中班”）与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 A 的“关于环境治

理和传统社会在现代与当代中国农村的历史研究”小组（以内山雅生为首席研究员；简称“科研小组”）共同主办的。

该科研小组是由近中班成员之中农村社会研究的人员组织，从社会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了在中国各地的农村

社会。如近中班已经作为其成果出版了《华北的发现》，进一步分析了在中日战争之前和之后日本人研究的中国

社会，而一直追求对于中国认识的真实情况与其变化过程，目前将其研究领域从中国北方到中部与南部拓展。

因此，在科研小组邀请的张利民、侯建新以及张文明三位研究者报告的基础上，与近中班的成员研讨，决定要

更澄清现在高度重视的中国社会研究课题而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进展。本报告的内容是与战时日本举办的调查以

及 近的重新调查、张利民氏的华北市场结构、侯建新氏的冀中农村的教育问题以及张文明氏的上海女职工劳

动三篇报告综合研讨。虽然参加的人少，但除了近中班与科研小组成员外，另有其他研究者参加研讨，本研讨

会的成果可以说是给东洋文库近中班的今后活动很大的研究提示。

近代华北集市（镇）研究述评

张 利民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方一带之商业市场，咸以市集为中心，虽有城市及市镇之商店，但平日商业，多甚清淡，必遇逢集之

日，市面乃形繁荣。”通过集市“可觇该地商业发达与否”，“可察知该地有何特产”，“可察知其地人民之生活状

况”。因此，在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中，集市（镇）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既有成果而言，关于近代华北

集市（镇）的研究起步于 20世纪 20—30年代。但在此后的数十年中，除日本学者加藤繁、石原润、中村哲夫

等人研究较多外，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度走向沉寂。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尤其是 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

域再度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些较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但与江南市镇的研究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在已有的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更加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以期有助

于相关研究的深化。本文采取“专题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分类方法，力求突出重点，更加全面，亦可从相

邻时段、相关主题研究中借鉴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谓的专题研究，是指直接以近代华北或华北范围内某些省份、县份所属集市（镇）为研究对象的研

究成果。其中，问世较早，较具系统性和研究性的研究成果，当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20世纪 20年代末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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