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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來，社會史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中異軍突起，其中又以研究農村基層社會為

熱點。相比之下，對城市基層組織的研究就

顯得較為薄弱。本期賀躍夫的文章可以說是

彌補了這一不足。在詳細考察廣州市開埠前

後數十年間基層街區單位的組織形態、運作

方式及變化之後，他指出在城市近代化的過

程中，廣州傳統的街坊組織雖然也日趨自

治，但並沒有得到國家法規認可，所以很快

被陳炯明引進的以美國為藍本的近代市政管

理機構取代。

戴一峰的文章旨在探討近代廈門市興衰

的原因。他認為，不同於上海、武漢等口岸

城市，廈門的興旺過份倚重閩南海外移民。

也正因為如此，海外移民一旦萎縮或與故土

聯繫變弱，廈門就迅速衰落。晚清政府是在

列強瓜分的危機下被迫開放門戶的。鄭翔貴

的文章以1899年為界，將形成門戶開放的過

程分為兩個階段，前半段以英國為主導，後

半段美國後來者居上，發揮重要作用。從

此，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與列強關係的基本

格局。

上述三篇文章均以材料豐富、分析細緻

見長，其中兩位作者相當年輕，反映了中國

近代史研究新一代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