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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读 《清代经济简史 》

李 华

近年来
,

清代经济史的研究愈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

这不仅由于经济是基础
,

更由于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当前中国改革开放
、

发展经济的形势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

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清代社会经济中既存在传统

生产方式的遗传因素
,

又滋生着新生产方式的萌芽 清代社会经济既沿着 自己的轨道缓慢前

进
,

又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改变了方向
,

所有这些
,

都是我们研究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特

殊国情不可多得的素材
。

中外学者在清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百花齐放
、

硕果累累
,

然而
,

总体论述清代经济史的

专著尚属鲜见
,

我们需要在不断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
,

进一步完善这一重要学科领域
。

令人

振奋 的是
,

最近张研同志洋洋近 万字
、

系统论述清代经济史的专著 《清代经济简史》出版

了
。

这部著作集作者多年研究之功力
,

视点高
,

角度新
,

思路开阔
,

切入准确
,

史料丰富
,

文

字流畅
,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必将对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及当前的经

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

总的来说
,

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首先
,

在基本问题上
,

本书通过扎实深入的研究工作
,

提出了有理论深度
、

甚至可以 说

颇具 突破意义的新观点
。

譬如
,

关于清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原因
,

本书从层层分析顺治年间没有
、

也不可能

实行轻摇薄赋出发
,

论述 了清初
、

乃至每一新王朝开国之初
、

整个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

原因
,

很有价值
。

再如
,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清中后期社会经济从衰落走向危机是由于人口爆长
、

人均土地

数量下降使然
。

本书则从研究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
—

个体家庭的生计出发
,

以令人信服的

资料和分析
,

论述 了人均土地数字不实
、

人 口爆长并非清代社会经济从衰落走向危机的本质

原因
,

清代封建社会经济从衰落走向危机的本质原因 是由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

其

中关于不同阶层家庭的繁衍如何自然保持个休家庭在全社会中的动的平衡 自给 自足的小农

如何在 比人们想象中要广阔得多的范围内同市场发生了联系 清代中国如何由于白银内流不

自觉地同世界大市场发生了联 系 清人乃至今人如何以
“

谷贵钱贱
,

钱贱银贵
” 、 “

谷贵伤民
,

钱贵伤农
”

的传统观 点
,

错误地估计
“

银钱俱贱
,

粮食百货俱贵
”

的清中后期现实等方面的

论述
,

都给人以耳 目一新之感
。

第二
,

作为一部系统 论述清代经济史的专著
,

本书除了对清代经济史中纷纭繁复出现的

主要专业术语
、

基本概念
,

大多给予了精练晓畅的解释和说明外
,

尤其更加明确了清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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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本要素
—

户
、

丁
、

口
、

地亩等基本概念
,

如深入论述
“

清代国家册籍中的
‘

户
’

与自

然状态下的
‘

家
’ ,

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 清代的
‘

户
’ ,

是官方赖以实现赋税征收的一个

环节
,

是人民通过在其中定粮纳赋
、

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社会地位与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一个

阶梯
,

这种户
,

不再成为一个确定的家庭组织
,

只是业主向国家纳税
、

从而取得合法营业的

执照
、

户头
”

等论述
,

都成为促进清代经济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性工作
。

第三
,

一般专史或以时间为序
、

或以问题论述
,

本书在结构上将二者结合
,

特别是辟立
“

清代经济发展的前提和背景
” 、 “

清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

等章节加以研讨
,

反映了作者对

清代经济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独到思考
,

也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学术功底与理论

水平
。

第四
、

研究方法上
,

本书没有局限于就经济论经济的方法
,

而是注重经济史与社会史结

合的研究
,

注重清代历史的整体研究
。

综上所述
,

本书无论在史料内容还是在学术理论上
,

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

力作
,

反映和代表了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水平
。

当然
,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如前重后轻
,

近代经济部分显得单薄
、

如清代国家财

政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拓宽拓广 边疆经济的开发
、

屯垦
、

移民有所疏漏等等
。

但既然

题为
“

简史
” ,

这些意见也就只能希望作者将来在去掉
“

简
”

字之时加以参考 了
。

破吧‘生肠之‘改乙晓它曲生性办生它办竺呼舀生吧‘迪肠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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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
,

用之不可以拘例
,

弃之尤不可以骤促
” , “

将新旧投诚各官
,

现在闽省者
,

亲行考验
。

⋯ ⋯

果系年力精壮
,

胆气勇敢
,

历练战斗者
,

酌定衔札
,

量给傣晌
,

乞随督
、

抚
、

提标下效劳
,

许

以遇缺保题一二补用
。 ”

在议及台湾归入版图后的应征钱粮数 目时
,

苏拜等议定应与郑氏时

期
“

相去不远
” 。

施琅表示不同意见
,

上 《壤地初辟疏》
,

提出斓减台湾钱粮赋税的主张
。

他

指出
“
台湾钱粮

,

一时未能裕足
” ,

如
“

按数而征
,

在道府县责成所系
,

必奉行催科
” 。

新附
之民

,
‘

或以
“

繁董为苦
,

输将不前
,

保无酿成地方之祸阶乎
一

至时动辄
,

为
一

费董甚
,

何蓓藏
此一二万之钱粮哉

” ,

康熙帝允从
。

清初台湾钱粮田赋的税率与郑氏相比是有不同程度的减轻
,

这对于清初台湾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

施琅能尊重 台湾人民
,

认为
“

台人即吾人
” ,

入台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
,

使台湾社会安

定
,

经济有所发展
。

台湾人 民对施琅也很崇敬
,

康熙三十二年  ! 年 台湾县四坊乡省
、

铺

民等在台南大天后宫立 《靖海将军侯施公功德碑》
,

在楼林宁南坊
,

人们把郑氏部将黄安故宅

改为施襄壮侯祠
,

在澎湖妈宫澳东街 也建有施琅庙
,

以纪念他推进祖国统一
、

巩固东南海

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

江 日升 《台湾外纪 》卷
。

李光地 《榕村语录续集》卷 《本朝时事》

施琅 《靖海纪事》 下卷
。

施琅 《移动不如安静疏》
、

《收用人材疏》
,

《靖海纪事》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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