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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起

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是人类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地域的发展水准。因此，选定一定区域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认识特定历

史时期内该地域的发展概况，亦可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演

变与文明更替。

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早，古代曾出现了诸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

《长安志》、《两都赋》、《蜀都赋》等专门以城市为描述对象的作品。这些以记载

城市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广义的

城市史研究。此外，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也存有大量关于城市的记载。但上述所

列之作仅仅停留在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记载上，均属于广义的城

市史作品。

中国较为系统的城市史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的解放，加之海外史学思想的涌入，中国出现了城市史

研究的热潮。二十余年来，城市研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从单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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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到区域城市①、从古代城市到近现代城市甚至当代城市②、从东部沿海城市到

西部内陆城市③、从国内城市到国外城市以及中外城市的比较研究④等异彩纷

呈的局面。同时，诸学者对城市史的相关理论，如城市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半

殖民地化，城市的体系、布局，城市的功能、结构，城乡关系，城市发展的动力机

制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初步形成“结构—功能学派”、“综合分析学派”、“社

会学派”以及“新城市史学派”等不同的学派⑤。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城市

史研究方兴未艾，仍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具体表征为：理论方面还存在若干模

糊不清的认识或生搬硬套的情况；方法上仍沿用传统单一的历史方法，满足于

对城市发展现状的描述性研究；研究领域上重视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而忽略

了区域城市及城乡互动研究等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完善⑥。因此，笔者

认为本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价值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它有助于城市史研究的深化。

２　清代山东城市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张仲
礼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赵荣、杨新军：《西北地
区城市发展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现代命运（１８４０—１９４９）》（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等等。
古代城市著作有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史念海：《中国古都与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叶晓军：
《中国都城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等等。当代城市期刊有《城市问题》、《城市
开发》、《城市规划》、《现代城市研究》等。近现代城市研究则更为繁多，此不赘述。

如王仁远等：《自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宝鸡城市史》编纂
组：《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
市成都的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等等。

如何一民：《人类共有的遗产：中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京都·成都的历
史、文化与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

何一民：《城市史》，载曾业英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０８页。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公共领域等理论研究城市社会史、文化史，并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研究成果及评析详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
究》第三章。（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及展望》，《中华文化论坛》，

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清代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

时期。独特的时代特性决定了清代城市的重要性，清代城市颇受学者们青睐，

成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成果丰硕，但清代城市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

之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为地从“清代中前期”和“近代”两个时段划

分清代城市，造成了清代城市研究的断代；二是在清代城市研究地域的选择上，

偏重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江大城市，造成了研究地域的失衡。

（１）研究时段的割裂，缺乏完整的清代城市研究。

城市史研究脱胎于传统的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传统史学的烙印。由

于受传统政治史时段划分的影响，清代的城市也被划分为古代（明清）、近代（晚

清）两个时期，这种分期方法，往往使得清代中前期的城市研究跳不出古代城市

史研究的窠臼，忽视此段时间城市发展中孕育的现代因素，同样，晚清的城市史

研究多关注城市的现代转型，忽略期间延续的传统因子。要言之，这种“古

代”—“近代”划分方法极易陷入现代化研究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对立的陷

阱，使得清代城市史研究走向误区。选择整个清代为研究“时域”，则可以避免

清代城市研究的割裂化，更加清晰地认识整个清代城市发展的概貌。

（２）研究对象的地域失衡，无以反映清代城市的发展全貌。

中国地域广袤，各地风情迥异。这无疑增加了全国性城市研究的难度，也

提升了地域城市研究的学术价值。因此，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便具有重要

的学术意义。二十余年来，区域城市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各地域受关

注程度不一。大体而言，区域城市的受青睐程度与该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

关态势。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显然是最受关注的地域。相较而言，经济较

为落后的地区则乏人问津。这种研究地域的失衡，直接影响了对清代城市的全

面认识。鉴于此，加强对“冷门地域”、“准冷门地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清代山东城市的独特性决定了它本身的学术价值。

定鼎北京成为古代山东重新发展的一重要契机。宋代以降，中国经济、政

治一体化的局面逐渐演化成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态势。元代及明清以

北京为都城，完成了中国都城的最后定向①。山东成为连接政治中心、经济中

３绪　　论　

① 有学者指出：“大都或北京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标志着统
一王朝的都城自西向东再向北的移动走向，有了一个新的终点。”辛向阳、倪健中主编：《首都
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中国国际广播公司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００页。



心的纽带。承担从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输送血液职能的运河跨鲁西地区而过，

促进了清代中前期山东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晚清时期，漕运衰而海运兴，刺

激了山东沿海城市的发展。此后，烟台开埠，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并成为山东的

经济中心。清末，德强租胶州湾，锐意经营青岛，尤其是胶济铁路的修建，拓展

了青岛城市发展所必需的广阔经济腹地，青岛遂取代烟台而为山东的经济中

心。为挽回利权，清末济南、潍县、周村自开商埠，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城市的发

展。清代山东城市类型众多，对山东城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和认识运河

城市、港口城市、开埠城市（含约开商埠城市、自开商埠城市）在清代的兴起、发

展以至衰落，亦可从中窥探交通与城市兴衰、外国资本主义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等城市史相关问题。总之，清代山东城市可以提供类型迥异的城市个案进行实

证研究，进而总结清代城市发展的些许规律。

由此可见，清代山东城市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拓

展清代区域城市研究的广度，加深对清代城市把握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

二、研究现状

城市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展已逾二十年，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

理论方法不断完善，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我们借鉴，其

研究的不足之处则有待我们加强。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回

顾和评述。就本论文相关研究而言，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城市史的研究

和对清代山东研究两个方面。

（一）城市史研究

一般认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始于中国“七五”国家重点社科课题———重庆、武

汉、上海、天津近代城市史研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从单体城市到区域城市、

从个案城市到整体城市、从古代城市到近现代城市甚至当代城市、从东部沿海

城市到西部内陆城市、从国内城市到国外城市以及中外城市的比较研究等异彩

纷呈的局面。兹对整体城市史、区域城市史以及单体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一

番评述。

１．整体城市史

４　清代山东城市发展研究



对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概况进行宏观研究的著作较为丰硕。何一民的《中国

城市史纲》①，宁越敏的《中国城市发展史》②，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③，

戴均良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史》④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中国城市史纲》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它“既填

补了我国城市研究的空白，又提出了若干深入研究城市史的意向，是很有学术

参考价值的”⑤。作者以城市产生、发展的时间为序，将数千年的中国城市发展

史科学地划分为三个时期，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并着力对鸦片战

争后到１９４９年间的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城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这一时期不

同类型的城市发展动力、特点、性质、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会问

题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⑥。但此书在微观研究上有所欠缺。作为

一部宏观概括中国城市发展的著作，该书高屋建瓴的概括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特

点并总结了城市发展的规律。然而此书在对一些城市尤其是近代的城市分析

上缺少精准的数字统计。作为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这

种评论过于苛刻。但此书中的不足之处恰恰反映了最初的城市史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是今后城市史研究中亟待努力和突破的方向。

戴均良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对中国城市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城

市发展概况及社会面貌、近代城市发新特点进行了论述⑦。此外，还有一些断

代城市史的著作如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⑧，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⑨，曹

洪涛、刘金声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瑏瑠。

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一书堪称是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分析“传统

５绪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安徽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５年版。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已故著名城市史学者隗瀛涛的评语，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序第４页。
蔡云辉：《简评〈中国城市史纲〉》，《文史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曹洪涛、刘金声：《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城市的继承与演变”；第二篇论述开埠与近代城市的发展；第三篇探讨近代工

业、交通与城市发展。该书最强调的是城市的近代转型，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动

因来自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经济的发展包括商业和工业发展两方面，在西方是

以工业化为主导，在中国是以商业化为主导，即缺乏工业化支持的城市化。由

于商业化无法独立发展，所以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

下，中国城市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作者指出，中国城市化之所以

特殊和复杂，就在于几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并存和相互转换，且认为中国城市化

的研究必须从类型着手，进行分类研究①。尽管此论未必公允，却颇为新颖。

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系统论述了近代城市

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著作就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发展规

律、市政管理、社会结构嬗变、城乡关系、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②。

２．区域城市研究

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是区域城市研究的典范之

作。作者以鸦片战争后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

州为个案，就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方面进行研究。著作把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城市群体，采

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横

向联系，较好地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中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③。这一研究课题以较为成熟的东南沿海城市成果为基

础，梳理了这一地区城市群体与五口通商城市的关系。它的学术价值在于改

变了以往城市史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视野。

尽管它在区域城市研究中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仍有些许不足之处，主要表

现在：将东南沿海城市群体主要限定为五口通商城市，缺乏对东南沿海城市

群体中非开放城市、中小城市的研究；对东南沿海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联系

的探讨略显薄弱。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对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城市形态长期稳定

的根源、导致城市地位升降的原因、区域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

６　清代山东城市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城市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诠释，有助于我们了解前现代中国的

商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区域的发展和传统中国城市所扮演的历史角

色①。

《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系国内第一部关于近代东北城市史的专著，系

统论述了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原因、发展规模以及区域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

历史影响，详细展示了区域城市的建筑空间规划模式、市民社会结构、工商经济

活动、文化教育变迁、市政建设与管理等相关问题②。

区域城市史的著作还有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③，王长升的《长

江沿线城市》④，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⑤，王守中、郭大松的《近代山

东城市变迁史》⑥，武斯作的《中原城市史略》⑦，陈国灿，奚建华著《浙江古代城

镇史研究》⑧，包伟民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１８４０—１９４９）》⑨，任放的《明清

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瑏瑠，张仲礼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瑏瑡，张利

民著《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瑏瑢，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

区域社会研究（１６４４—１９１１）》等瑏瑣。

区域城市的研究论文多偏重于江南、华北城市群体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此不赘述。

３．单体城市研究

提起中国单体城市史的研究，不得不提及“七五”期间的开山四作———《近

７绪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美〕林达·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燕山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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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

史》①。这四部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以较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近代城市

史的学术著作，具有开创之功，堪称近代单体城市研究的权威著作。其中，隗瀛

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

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城市人口和城市社会组织、城市基础设施与市政建设、城市行政管理、城市教育

文化、城市新闻事业的兴起发展、重庆的爱国民主思潮和运动等不同方面进行

了全面的论述。该书还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

究的意义、内容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理论上，则提出了以研究城

市的结构功能演变及其近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模式，由此成为城市史研究的

“结构功能学派”。此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汉

城市史》也各具特色。

单体城市的研究著作还有郭蕴静主编的《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周勇著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程子良、李清银主编的《开封城市史》，张学君、张

莉红著《成都城市史》，刘景玉、智喜贵主编的《鞍山城市史》，傅崇兰主编的《拉

萨史》，史明正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王仁远等编著《自贡城市史》，谢本书

著《近代昆明城市史》，常宗虎著《南通现代化》，张海林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

研究》，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栗永、梁勇等著《石家庄城市发展史》，李玉著

《长沙的近代化启动》，何一民著《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的现代化研

究》，侯仁之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

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罗威廉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

（１７９６—１８８９）》、《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１７９６—１８８９）》，忻平著《从

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罗玲著

８　清代山东城市发展研究

①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
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① 其中，《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南通现代化》、

《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宋代东京研究》、《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汉口：一

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１７９６—１８８９）》、《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１７９６—１８８９）》、《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

１９３０）》等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关于单体城市的研究论文更是汗牛充栋，

此不赘述。

以上大致回顾了二十年来的城市史研究概况。城市史研究成果可谓丰硕，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城市史的最初研究即“七五”国家重点社科课题所择

取的四个城市，颇耐人寻味。它研究的对象是一些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沿海、沿

江大城市，这种“工商城市”是中国（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此后中国城市史研

究的对象多属于此种类型。对于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中心城市，如北京、南京

则显得薄弱了许多②。非经济中心城市研究的薄弱和不足直接制约了对中国

近代城市的整体把握。而近些年学者们选定的研究城市或城市群，多为经济发

９绪　　论　

①

②

郭蕴静：《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周勇：《重庆：一个内
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程子良、李清银：《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张学君、张莉红：《成都城市史》，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刘景玉、智喜贵：《鞍山
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傅崇兰：《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版；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仁远：《自贡城市史》，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谢本书：《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常宗
虎：《南通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栗永、梁勇：《石
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的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候仁之：《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中国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王笛著，李德
英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１７９６—

１８８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美〕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
城市的冲突和社区（１７９６—１８８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忻平：《从上海发现历
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罗玲：
《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尽管对北京、南京研究不乏佳作，如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但相较而
言，这些政治中心城市的研究稍显薄弱。



达的沿海、或沿江大城市，中西部内陆城市则备受冷落①。这种选择地域的差

异性，不能不影响对中国广大城市的认识和理解。

（二）清代山东地区的研究

清代山东地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兹概述和简评一下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山东区域的研究成果。

１．山东整体研究

关于山东区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吕伟俊著《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近代卷），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山东省（１８６０—１９１６）》，王守中、郭大松著《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王茂军著《中

国沿海典型省份城市体系演化过程分析———以山东为例》等②。

其中张玉法和吕伟俊的著作分别以现代化为主线，阐述了近代山东走向现

代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一书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探

讨了山东省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变迁方面，分别论述了社会结构的转

变、聚落的分布与城市化、社会机能的改良、社会信仰的递变、人口的增加及流

移、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礼俗与生活的变迁、社会行为的转变。在经济方面，

作者论述了主政者的努力、矿产的开发、工业化的推进、商业的发展、农林渔业

的改良等因素对山东现代化的影响。

《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一书是一部论述近代山东城市发展变迁的力作。

此书对于近代山东城市的发展变迁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后人研究近代山

东城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前期研究成果。然而，本文亦存有一些不足，主要是

对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动力机制的论述略显不足，对城市历史理论的运用显得不

是很够，令人颇感遗憾。《中国沿海典型省份城市体系演化过程分析———以山

东为例》一书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从乾隆中期到２０００年山东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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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西部城市的研究主要有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的现
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版）等等，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相比，显得薄弱得多。

吕伟俊：《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１８４０一１９４９）》，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版；安作璋主编：
《山东通史（近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１８６０—１９１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２年版；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
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王茂军：《中国沿海典型省份城市体系演化过程分析———
以山东为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的演化过程。该书虽侧重理论分析，但对山东城市历史问题多有分析，有助于

我们从城市地理维度认识山东城市。《山东通史》（近代卷）则从通史的角度研

究山东近代历史。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山东某一领域的研究著作。其中以山东经济层面

研究最为丰硕。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庄维民的《近代山东

市场经济的变迁》①是研究山东城市区域经济代表之作。《明清时期山东商品

经济的发展》一书，主要考察１６世纪前后至１９世纪中叶山东传统经济的发展，

探讨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商业城镇的发展、农村集市的作用，并就几种主要

商品的流通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来说是

一个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

《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一书采用近代市场经济理论，从区域市场经济

及产业变迁的角度，系统论述了近代山东市场和产业经济的变迁。作者认为，

市场嬗变是整个近代经济变迁的动因，口岸贸易是变迁的诱因。并从市场结构

嬗变与商人资本兴替、产业改进与工业化进程、农业改进与农业经济变迁三个

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以上两部著作的通性是对资料的运用和鉴别，具体而言，《明清时期山东商

品经济的发展》一书资料以地方志为主；《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一书以日

文资料的运用最具特色。两部著作均以资料见长，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的

结论令人信服。

论述山东经济的著作还有姜玉培著《山东经贸史》，逢振镐、江奔东著《山东

经济史》（近代卷），朱玉湘著《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赵树廷著《清代山东对外

贸易研究》等②。

除经济层面之外，研究山东某一领域的专著还有黄棣侯著《山东公路

史》、徐爱华著《１７７５—１８５０年山东移民东北与山东社会》、高中华著《黄运水

灾与晚清山东社会》、秦晓梅著《近代山东妇女生活研究》、孙百亮著《清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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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庄维民：
《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

姜玉培：《山东经贸史》，山东友谊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逢振镐、江奔东：《山东经济史
（近代卷）》，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朱玉湘：《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赵树廷：《清代山东对外贸易研究》，山东大学２００６年博士论文（未刊）。



东地区的灾荒与人口变迁》、黄文学著《晚清直鲁交界地区的基层社会控制研

究》等①。

２．山东区域研究

山东境内的亚区域研究以运河城市、沿海城市为代表。山东运河城市研究

成果主要有傅崇兰著《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中国运河文化史》、《《聊城通史》

等②。关于沿海城市的研究成果有《山东沿海开发史》、《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

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等③。

《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一书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著

作从运河沿岸城市的城址、环境以及城市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勾勒出了几

个重要的运河城市的发展轨迹。该书对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和山东城市着墨较

多，为笔者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成果。作者既能“坐而论道”，沉

潜于书卷之中；又能“起而力行”，进行实地考察。文章资料翔实，考证精密。略

感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运河城市蕴涵的危机进行剖析。清代中晚期以后，运

河城市发展水平不一，有的城市走向衰落，有的城市继续辉煌。运河城市衰落

的事实发生在清代中后期，但其在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否已蕴藏着衰落的种

子？随着运河在漕运过程中地位的下降，整个运河城市都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但为什么有的城市继续保持繁盛、有的城市相对衰落、有的城市则一蹶不振。

拙作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一书研究了山东沿海地区城

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作者从山东沿海地区的区位特征、海运和开埠的影响、

山东经济重心的转移、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几个角度阐述了山东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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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棣侯：《山东公路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徐爱华：《１７７５—１８５０
年山东移民东北与山东社会》，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未刊）；高中华：《黄运水灾与
晚清山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０年硕士论文（未刊）；秦晓梅：《近代山东妇女生活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硕士论文（未刊）；孙百亮：《清代山东地区的灾荒与人口变迁》，陕西师
大２００４年硕士论文（未刊）；黄文学：《晚清直鲁交界地区的基层社会控制研究》，河北师范大
学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未刊）。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安作璋主编：《中国运
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程玉海主编：《聊城通史》，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

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版；张海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
区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就沿海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过

程进行了梳理。

３．单体城市

山东区域城市群体、亚区域城市群体以外，单体城市的成果也较为可观。

清代单体城市主要集中于省城济南，运河城市临清、济宁，沿海开埠城市烟台，

德租沿海城市青岛，英租沿海城市威海卫，自开商埠城市周村、资源型城市博山

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济南无疑是山东单体城市中研究的热点城市。《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

开埠以来的济南》是一部系统阐述清末开埠以来济南城市变迁史的著作①。作

者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将百年城市发展的历史分为开埠前的济南，开埠

至新中国前的济南、新中国前３０年的济南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济南四个时段，对

济南不同时期的地域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城市发展规划

和市政管理结构、生态环境结构、居民的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作者

对历史材料的爬梳尚显不足，令人颇为遗憾。近代济南城市的研究成果还有

《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３７）》②。作者从

市场经济、城市工业、教育、社会文化、市政建设、城市规划等方面全面系统地阐

述了济南城市的近代变迁，认为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以清末的自开商埠为契

机，并对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以及特点进行了总结。关于济南近代

的研究论文成果主要有谷学峰的《近代济南市民文化研究》、万强的《近代济南

的人口与城市发展（１９０４—１９３６）》、汪坚强的《近现代济南城市形态的演变与发

展研究》、王西波的《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研究》、桂晓亮的《济南商埠研究述略》、

赵宝爱的《济南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论述（１９０５—１９３７）》、李浩的《略论近代济

南建筑习俗的变迁》、聂家华的《略论近代济南市政建设的现代化转型（１９０４—

１９３７）》、尹作升的《论近代济南城市工业的兴迁及其特点（１９０４—１９３７）》、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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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明德主编：《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开埠以来的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４年版。
聂家华：《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３７）》，齐鲁书

社２００７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