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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近百年的傳統中國地權研究，我們大致

可以區分出兩種取向：一是早期政治經濟學

取向的地權研究，主要關注地權背後的租佃

關係和所有制結構及其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

響；二是目前仍流行的制度經濟學取向的地

權研究，基本強調多元地權形態在資源配置

和融通中的正向功能。不過，這兩種不同的

研究取向卻共享著相同的前提。兩者均是對

已然成型的、穩定的地權結構的解釋，往往

脫離具體的時空和社會，故而都疏於對地權

自身形成過程的理解。有鑑於此，講者將以

新著《子母傳沙：明清時期杭州灣南岸的鹽

場社會與地權格局》中的思考為例，從地域

社會史的角度出發，講述一段「子母傳沙」

的地權格局在杭州灣南岸具體的地域空間

中、在紛繁的人群關係裡逐漸形成的往事，

試著模畫一個地域社會的歷史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