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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全称为《中医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

文库})是中医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 O 组织出版《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库} ，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蓓

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皖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约政重探索中敢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

论刨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

挂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到百种之多。

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丛中选出一批通

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租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编入《中昌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援。我的希望这能够从一个倒西震示我

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缸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

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

个系列，选q先在E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科、吉籍整理、译著、

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挠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艘，作为《中毒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商

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昆科研局

2006 年 11 月



再版前言

《清代全史> 1993 年 7 月初鼠. 1995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颠纸

型进行过少量挖攻。其实在 1993 年 7 月之前. 1-6 卷还印过一次，所以有

的书在藏权页上可以看到 "1991 年 7 月第一版"及 "1991 年 7 月第一次印

刷"字样。

《清ft全史》这次再殷，按常理说，是一次挂出修订摄的大好时机。但

在和出般社浩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作修改。这倒不是自认为

没有修改必要，丽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闻。与其匆匆修改，不如不改。当年

同甘共苦的同事，有 7 位已先后离开我们，自前键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剖

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钉立即腾出手来修改l日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虽清史研究

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有薪的突碟。经过十凡年的

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对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代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

数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虽然都不是通才，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

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分工承担《清代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

能反映那个"现阶段"我匾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宙中国社会科学豌科研昆主管，由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

作。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 1987 年起

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当时哥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

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给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

都是两人一坷，吃镀都在近代史所食堂。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

组织工作，踪了自己应得的一份稿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所有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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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豫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好，没有其他开销 O 琅难玉成了我幻，也是前辈

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我们，住我们能眼科地按期完成任务。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躬，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进界潮流。一

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兢火炮先岳嘱起自告

几个大匮:蕾莓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

E 本、{我罗斯。这些陌生能来客曝起后便蜀中国叩门，频繁费用通离、外

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

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i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

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雷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

课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代前黯凡、个帝王治理型家的政策有向

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元子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雷

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

《清代全史》就这些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至于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题

苔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民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商旦最复杂的问题。清代是我雷统一

的多民族医家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清代全史》用了较多的第蝠，叙述中国境内各

兄弟民族之酶的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多方

面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租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都

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叙述c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三的篇幅叙述清代的经济，商且是由长

黯研究清代经济的专家们撰写的。广泛涉及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对各地

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区域经济、部门经济、行业经济，边疆经济开

发，以及对外贸易，都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在《清代全史》立项以蔚很长的历史时挠，人们习惯于捏清史的下限定

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摆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由于

这个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40 余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作为断代史的

清史问世。而中国近代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吕定的模

式，以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结构。《清代全史》作为一部完整的横代史

奉献给读者，首先必须突破多年来形成的近代史模式。这种突破，其真正意

义在于为此后编写完整的清史晰代史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见解。

凡十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能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己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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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内有长期的智、累，有较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作为起点，为我们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提供了摄为有科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因

素，最主要困难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如何搞除分歧保持一致。我们在摸索

中采取了一种办法，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召开分卷主编

会议，并邀请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讨论涉及全书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

讨论，亮明各自的观点，发现分歧舅在，寻求褂调-致的途径。现在看来，

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G

我们也碰到过一些虽说不大但很难办的问题。外国国名、人名、地名、

书名，兄弟民族族名、人名、地名、书名，有各种不同译法，史籍中各仔

其是，很不一致。凡加了引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改的。但对兄弟民

族的蔑称所为目的"革"字铺旁，对外匮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字偏旁，

我幻径直改正不加说明，这是学界?贯例。但有一些译名，候i如人名，哲布

尊丹包，又称哲卡尊丹已，又称折扣尊丹巴，也称泽卡尊丹已。再如地名，

"勒逼"藏语汉译为理塘，又译里塘或李塘。再如国名，现称俄罗斯，过

去称鄂罗斯，或称罗刹。如果以为"罗~j"不雅(特别在佛经里)改称俄

罗斯，那《平定罗刹方略}，该改成什么书名?如何全书保持一致，有惯

树可循的好办，没有雷倒可循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

致。我们遵守了这一规蹈，却违犯了另一规则，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菇。

在撰稿过程中，我最忧心的是学术质量问题。待到快要完稿时，我最

忧心的却是出版拇题。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时期，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

申请出版补贴那时还没有先俩。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慨允资

助出瓶。现在想起来，当拐如果不能出版，几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f-t全史》再版时，饮水思草草，我们要对辽宁人

民出藏社表示衷心剖感谢。

这次再版，需要重新录人，进行电子排艇，编辑工作，一切从新开始。

但在电子排版中存在一键之差，往往错成一片的情况。工作量大，时间紧

追，方志出版栓的李神同志、徐宏同志和颜伦琴同志，为此书的再版辛勤

工作了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吕也要继续工作，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

示真诚的敬佩和感谢。

王戎笙

2007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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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1JÈ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酝酿组织

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文化

大革命"结束不久，这项丁.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 fg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

经去盐，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

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 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医各省甫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

写一部 1000 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在l订了理培 O 经过反复讨论，

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

寨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 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篡规划。这个规划

的要点是:自 1983 年起 ， ~11990 年， I!P第七个五年计娟的最后一年，以 8

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十卷本的《清代全史} (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川和

大约 20 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ft全史》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

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攘攘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吕负责人邀请一些

原友，分到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捏成该卷的编写

小组。第一卷主编李翔、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

第四卷主编玉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 Pt显患，第六卷主编瞧松青、张

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事汝戚，第九卷主编徐街、董守义，

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吕的在于充

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能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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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以，公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

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

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噩 l隘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持这种薪

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

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浩为半疆民地半封建社会后

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

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辑学习、互相磁攘的过程，

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的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挟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

此，我的力求放跟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 O "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缸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挠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商行们以

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程帮助。尤其是以出报《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镰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

袁阎王昆编审、徐御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藏尽了德大的努力。

对此，我们自衷地惑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

外的朋友不吝指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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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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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飞吭吭L飞立飞写1主主J ♂ 

清代的襄、亵、乾三朝，历来被史家津津乐道，称颂之为"康雍乾盛

世"。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康熙中后期(从康熙二

十二年至六卡一年， 1683 -1722 年〉为"盛世"的起步和奠基期:雍正和乾

睫的前中期则是它的继续发展和巅峰期:乾噩后期〈乾隆四十年， 1775 年 V)

后)，盛世已陷入停棒，并渐露衰徽的迹象。本卷力图论述辈正、乾隆年向

(1723 -1795 年)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点。

雍正、乾噩时靡，社会经济的变迁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口约急剧增加和

土地垦辟的显著扩大。

在以劳动力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和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传统 e

社会，人口和耕地面积急剧的、大幅度的增长是社会经济繁荣的主要标志。

根据柯炳禄教捷的估计，萌 ft万历中期 (1600 年左右) ，我国的人口

约为1. 5 仨人①。明末农民起义后的领治如年，倍约 1 亿人。就是说经过明

末的大战乱，人口减少约三分之一飞到了康雍之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恢

复，人口已大体达到嘿万历中期的穰数。尽管经历半个多世纪，人口才得

â) Pin军-ti Ho. StUllì帽 on the Population of C刘础， 1368 - 1958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Massachuse桂s ， 1959 , Chap2. 

② I7 t在纪出现过-次全球性的危机。这次危机一部分是由于气候方面的原剖，当时全球各地

的平均气温普遍下降 2'1:: -3吃，被一些史学家称为"路易十四小冰期"。有人认为， 1605 - 1655 年

中商人口减少了 35% ，这与欧洲各同人口减少的领度大致根罚。见魏裴德: <关于中简史研究的几个

问题)， <广东社会科学). 1985 年第二期，第 III 阳 112 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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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本复原， ~旦时人不察，只觉得这期间的人口繁衍迅速。当时的人口与

土地的比例不仅没有失润，而且由于人口的恢复，为边醒地区有山区的开

发提供了劳动力。然雨，康熙、雍正二帝目击人口急尉繁衔的现象，己引

起深切的关注。康黑五十三年( 1714 年) ，康熙帝说:

条奏官员每.，Ä 垦田积谷为言，伊等不仅防务。今人民蕃J楚，食众

田寡，地，尽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部为积谷之计耶①?

雍正帝那位的次年( 1724 年) ，在一道对各省督抚的渝旨中也说:

离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回只有此数，非率天

下农民竭力耕种，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②。

雍正帝即使明知"士回只有此数" {I!但思尽可能控握其潜力 G 他嗣位

以后，曾大力采取奖励开垦的政策，对新开垦荒地为国钝免黯挠，并以此作

为评估地方各级宫吏治绩优劣的挥准之一。雍正帝奖励开垦政策的执行效果

不一。既确实较复了一些抛荒E地前生产，也新垦拓了一些边远贫癖土地，

但由于宫吏妇为取宠迎合，也存在不少虚夸扰民之处，我们在此不作深论。

但从此一措施中，也可看到他对人口过速繁衍，民食不继的特别焦灼。

攘雍父子由于人口的压力而产生的忧患感溢于言表。康黯帝甚至为了

摸清人口的题细，于攘熙五十一年 (1712 年)降旨说:

2 

各省督耗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内

承乎已久，户口日繁，若接见在人丁加枉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

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了数，勿增勿减，

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

察明，另造清册奏报。联叉，这幸地方，所至询坷，一户或有五六丁，

止一人支纳钱粮，或九丁十了，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前云南、

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回亩抛荒，不堪觅，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59 ，康熙五?三年六月丙子。

② 《清世宗实录》卷 l岳，雍正二年二月葵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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