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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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

文库~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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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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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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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

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

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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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

工具书等 O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

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 年 11 月



再版前言
带咄站姑拼愤部以圳市附带排站峰如柿白艳秘础附带非阴树

《清代全史~ 1993 年 7 月初版， 1995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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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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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版，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但

在和出版社洽谈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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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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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

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于来修改旧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

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有新的突破。经过十几年的

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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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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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

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的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

都是两人一间，吃饭都在近代史所食堂。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

组织工作，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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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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除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艰难五成了我们，也是前

的敬业精神撒励了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旺别，是中因被烧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

个以苦苦弓跃玛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盛朝，丽对辛苦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

几个大国:葡葡牙、西班牙、荷兰、英宙利、法兰兰西、德意志、英利蝶、

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越脂便到中回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

交、传教、战争等乎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油管慧应付这种

周丽，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周丽的历史，就成了我

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罔何以 1在后接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

课题。中国何时开始部陌于西方?请代前期几个帝正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

3重大失误?中回国防力最为何如此脆明以政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国

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回商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娃陷于失败?

《清代企史》就这些问瞄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至于贸部入.!t拥政的研究翘

首以待未来的精史论著 O

民族问翩，是清代历史中最鳖要而且最复杂的问题。 清代是我阅锐

的多民族国署在形成和发腥的最重要时期，阳且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清代企史》用了较多的篇峭，叙述中国境内各

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敬等等多方

阔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都

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银述。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立的篇幅舰述清代的经济，而且是由伏

期研究清代经济的专家们撰写的。广泛涉及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对各地

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区域经济、部门组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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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企史》立项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习惯于把清史的下限定

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精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由于

这个服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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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近代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

式，以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结构。《清代全史》作为→部完整的断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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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史'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见解。

几卡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优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巳的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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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内有长期的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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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有利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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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分歧保持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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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分歧所在，寻求协调一致的途径。现在看来，

是→个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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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各行

其是，很不一致。凡加了引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改的 O 但对兄弟民

族的蔑称所加的"革"字偏旁，对外国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字偏旁，

我们径直改正不加说明，这是学界惯例。但有一些译名，例如人名，哲布

尊丹巴，又称哲卡尊丹巴，又称折卡尊丹巴，也称泽卡尊丹巴。再如地名，

"勒通"藏语?又译为理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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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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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可循的好办，没有惯例可循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一

致。我们遵守了这一规则，却违犯了另一规则，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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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心的却是出版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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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慨允资

助出版。现在想起来，当初如果不能出版，几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代全史》再版时，饮水思源，我们要对辽宁人

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再版，需要重新录入，进行电子排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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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方志出版社的李沛同志、徐宏同志和颜伦琴同志，为此书的再版辛勤

工作了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日也要继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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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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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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

经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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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

写一部 1000 万宇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订了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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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彦

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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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0 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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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大约 20 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代全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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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

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

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淘、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二卷主编郭松义，

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

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应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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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充

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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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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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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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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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相学习、互相眼前的过程，

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

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

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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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

袁间瑕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

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

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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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咒将荣革带军注桂母辛且非亚战业均兑址古队业坦毕边兑挠坦坦垃捂古

嘉庆朝和道光朝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从道光十九年

(1839 年)开始，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略中国，与清政府签订

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嘉庆朝上接乾隆之盛大，下连道光的衰微，它既有盛世之余辉，也呈

露了衰世之迹兆，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嘉庆四年 (1799 年) ，太

上皇乾隆帝崩逝，嘉庆帝亲政。亲政后数日之间，即将父亲宠臣和坤肃整

制裁。他把握时机处理果断。这一肃奸英举，本来可以成为挽救和改变衰

颓政局的良好起点，然而它所表现的结果，只是一场高层统治集团内部争

夺特权和利益的火并。面对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现实，

并非庸碌的嘉庆帝却是束手无策。他在位时的清王朝，历经康、雍、乾三

朝之隆盛，己由顶峰步入下坡。嘉庆元年 (1796 年)爆发的川、楚、陕白

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波及五省，死亡和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数计，

国家元气殆丧。而吏治败坏，上行下效，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兵制

紊乱，军纪弛荡，更是腐蚀和瓦解了清王朝国家机器的统治力。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嘉庆帝去世，皇次子曼宁继位，次年改元

道光。曼宁自幼即受到父祖的宠爱，眷顾颇深。嘉庆帝即位不久，即遵建

嗣家法，亲书曼宁名字，缄藏铺匣，决定他日继承大统。嘉庆十八年

( 1813 年) ，宫廷发生"葵西之变在诸王大臣"错愕无策"之时，曼宁

从书房出，从容迎战，击坠入宫教民，此事更增加了嘉庆帝对他的信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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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重。在生活方面，臭宁搏节从俭，在帝王中尤为突出。以上种种，说明

曼宁的品格和能力，都有过人之处。即位后，他又有振兴国运的壮志与决

心。然而，清朝的统治，积弊已深，大势己去，己非个人主观意志和能力

所能改变。

从乾隆后期开始，吏治腐败、库藏日减、兵将惰骄以及槽务、盐法、

河政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朝廷先后曾不断采取改革整伤措施，如严刑厉法

惩办贪官、限制地方官向朝廷进贡、严格规章制度、改革陋规、裁减冗员、

下诏求言等等，但大都无明显成效，只有槽运和盐法，在道光初略有革新。

槽运、盐政、河工是嘉道时期的三大政务。 1曹运即经由运河向京师输

送清政府向江浙、湖广、河南、山东等省征收的实物田赋一一糟粮，每年

约 400 万石，用以解决清廷和旗民的棒饷、食米等，向有"天庚正供"之

称。嘉道时，因黄河、洪泽湖等水域不治，运河时常浅阻，输运艰难。尤

为严重的是槽粮从征收、交兑、装运到入仓等过程，层层盘剥勒索，运米

一石，所费数十两，人民负担沉重。糟政败坏，已难以收拾。盐政事关国

课，开国以来，即严禁私盐。嘉道时，因盐政腐败，官盐价贵滞销，私盐

价廉畅行，盐课减少，影响朝廷财政收入。河工问题自乾隆后期以来，日

益严重。客观原因是黄河泥沙淤积，传统之束水攻沙法，已失效应。而河

政?昆乱，官员因循玩惕，酒肉声歌，不仅未能治理黄河，反而滋长贪污腐

化之风气。

1曹运、盐政、河工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反映了清廷的统治危机，因而

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朝廷中出现了锐意革除批政的有识之士。协办大

学士英和，在著名的《筹槽运变通全局疏》中，提出改槽运为海运，以利

国计民生。他批评官场中的因循保守、敷衍塞责等苟安心态，十分中肯。

经过保守与革新、主张海运与反对海运之间的反复争论商议，道光六年

(1826 年)正月，海运j曹米初次实现，结果安全迅速，经济实惠，取得成

功。然而，祖宗之成法，非一事一役即可改变，道光七年 (1827 年) ，槽

运恢复。

两江总督陶;茧的盐务改革，颇有成效。清延一直把缉私作为整顿盐务的

重要政策，结果劳而无功。陶溺创行盐票法，在淮北地区施行，盐商持票贩

盐，裁除了种种陋规。私贩无利可图，亦改领盐票，结果盐课大增。围绕着

盐务问题，朝廷革新和保守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它同样是固守祖宗成法

不变还是因时制宜顺乎历史潮流有所损益改进的问题。传统的观念、习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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