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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江蘇區域史研究早已是一個大課題，本書主要從教育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傳媒史等

四個領域，對相關內容進行了一些粗略的研究，期待在江蘇區域史研究的大題目中，能給讀者

們一些新的啟發與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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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等級）教育的誕生》、《述論隋唐五代十國時期江蘇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江淮雅韻：

魏晉南北朝時江蘇地區的高等教育》、《清代：江蘇古代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高峰（1840 年前）》、

《論北洋政府時期政府對南京公立學校撥款狀況》、《童伯章的教育管理思想與實踐研究》。

在區域經濟史領域，提供了 3 篇文章，分別是：《經濟危機下再論張謇成功的原因：近代企

業家的精神與視野》、《和諧共進：再論江蘇「資本主義第一春」出現的原因》、《「史上僅見」─

─唐宋時期儀徵交通檢閱》。

在區域社會文化史領域，提供了 8 篇文章，分別是《傳說與真實：試述先秦揚州文明的脈

絡》、《新文化史學視野下的「盛清揚州」》、《清季詩歌中的鴉片戰爭與江南社會》、《清末民初蘇

中圖書館事業述評》、《外引外生：無奈與選擇──兼評近代蘇中地區戲劇、曲藝發展模式》、《揚

州建設「世界名城」的新追求》、《新市民的聚融與歷史文化名城類城市的現代復興──以揚州

市為例》、《近代地方性社團的興起與分析──以江蘇蘇中地區為例》。

在區域傳媒史領域，提供了 5 篇文章，分別是《論清末民初蘇中地區報刊事業的起步與

發展》、《鴻爪芝蕙，不驕其德：建國前蘇中地區的人民報刊發展歷程簡論》、《述論建國前蘇中

地區人民報刊的新聞宗旨》、《論蘇中地區近代報刊事業的「黃金期」（1919 ～ 1937）》、《敵後新

聞事業的奇蹟──蘇中根據地報刊印刷事業述評》、《抗日戰爭中江蘇三種現代化道路的生命軌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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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是我生於斯，長於斯，深切熱愛的家鄉，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好

對象。大抵江蘇的學人中，無論作文史哲何種研究的，乃至有點人文情趣的

自然科學學者，都會對江蘇的歷史文化懷有探索的趣味。 
作為一個揚州老城土著，輾轉求學於蘇州、南京，工作覆返揚州，在這

些名聲赫赫的歷史文化重鎮中從事歷史學、教育學的學習。十餘年來，耳濡

目染，斷斷續續，不經意間，累積了數十篇有關於江蘇的小文。一度有學界

同道建議我將這些小文結集出版，這是我一直所抗拒的事情。原因有二，一

是作為年輕學者，出版文集不免是一種自大的表現；二是習作都是興趣所致，

浮華之中多有錯訛，難入方家之眼。但勸的人多了，我便開始慎重考慮起來，

覺得結集出版也未免是一件壞事，無論是褒是貶，對於我的學習，都是有裨

益的事情。乃至萌發衝動，決意去做這件事了。 
將這本小冊子起名以「散論」，確屬發自內心對江蘇歷史文化深厚底蘊的

敬畏之心。散者，非系統，無重點，天馬行空。散論者，是我在這些年的研

究工作中，在攻關一些課題、項目時，對江蘇歷史文化的某一小局部內容所

偶發之感。受蘇聯學界的影響，中國學科設置強調專業血統，學界便往往存

有固守某種領域的潛意識，這種意識是不成文的，也大多是自我設限的。隸

屬於某一學科的學人，就只應在此領域內耕耘，一旦越界，或是多領域涉獵，

即難免被貼上不專業的標簽。人文學界尤其如此，各人拘守，不敢越雷池一

步。歷史學界，甚至有極端者終身數十年僅困守於一人、一事，乃至一書一

文的推敲。推崇如此做派者，以為不如此不足以顯示專業性。不以為然者，

則以為如此眼界，難有大果。十餘年來，我在教育、哲學、文化、傳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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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等若干學科中汲取營養，深切感受到社會科學工作者切不可以某學為

塹，固守學科一隅；更不可以某學為壘，攻訐學科交融。這本小冊子收錄了

近年來我所作 22 篇關於江蘇歷史的論文，所論涉及教育史、經濟史、社會文

化史、傳媒史，所涉時間從先秦直至當代。稱以「散論」，也恰如其名吧。 
雖是散論，但客觀而看，這本小冊子既然付梓，或多或少還是有一點價

值的。首先，它的價值並不主要在於這些文章所談論的具體問題、具體觀點，

而是能夠為學界提供一些區域史研究的視角與路徑。這些小文所談論的問題

中確實有些是值得深入剖析的，如果有興趣的學人，由此拓展，假以時日，

未必不可以做成錦繡的大文章。其次，它可以為熱愛江蘇、關心中國歷史文

化的讀者們提供一個閱讀的藉口。多看書總是好的，我想，閱讀這本小冊子

是健康的，或多或少能夠為讀者接觸、認知江蘇歷史文化上有所增進。這兩

點價值應該算是我的這些小文的最好歸宿吧。 
這樣的小冊子出版，自己尚在誠惶誠恐，更不敢勞動名家作序，胡亂寫

了幾句，作為開篇，總希望讀者們不要介意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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