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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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库川是中国社会科学皖组织出般的系列学术丛书O 组织出极《中国社

会科学豌文库) ，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般的规范

化、甜蜜化建设的重要举措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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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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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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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编入《中国社会科学豌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画展示我

皖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刨造更好的条件G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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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收范嚣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

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型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题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却出版，作为《中医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

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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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立了τττ时古叮叮

n青代全史} 1993 年 7 月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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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第一摄"及 "1991 年 7 }j第一次申

剧"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瓶，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但

在和出殷社洽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fF修改。这倒不是自认为

没有惨改必要，而是没有充裕的惨攻时间。与其匆匆修攻，不如不改。当年

同甘共苦的同事，有 7 位已先后离开我们，目前键在而旦有精力从事笔耕的

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揭出于来修改IB作是有自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吕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理阶在我国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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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验，理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f-t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卡拉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

数是高级研究人员。 也们虽然都不是通才，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

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分丁.承担《清f-t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

能反映:I.Iß个"现除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O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自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

作。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吕社会科学在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 1987 年起

向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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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名望高饶，

都是两人一间，吃吸都在近 f-t史所食堂。各分卷主捕，要承担大量的学术

组织王作， I涂了自己在得的一份穰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所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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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人i涂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 O 艰难玉成了我们，也是前辈

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 O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

个以弯弓跃马唱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占主幌火炮先后崛起的

几个大匮: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和j 坚、

5 本、俄罗斯。这些商生的来客 i黯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遥商、外

交、传教、战争等于嚣，对中国巧取豪夺 O 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

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重前景严暖的难题。应付这种局萄的历史，就成了我

幻今天的研究对象 O 中国{可以落后挨钉?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

课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子西方?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

重大失误?中国因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宽大帝国

盯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隐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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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

首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Z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商且最复杂的问题G 清代是我国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而旦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 o {清1t全史》甩了较多的篇蝠，叙述中国境内各

元弟民族之阔的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多方

噩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程失败的，都

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叙述。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三的篇蝠叙述清代的经济，而旦是由长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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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代全史》立项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习费于把清史的下搜走

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 O 由于

这个黑因，中华人~共和盟成立后 40 余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作为断代史的

清史前世。雨中国近代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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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

奉献给读者，首先必须突被多年来形成的近代史模式。这种突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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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十位专家学者的大楼作，最明显的忧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言己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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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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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难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前消除分歧保持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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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泣涉及全书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

讨论，亮明各自的现点，发现分歧所在，寻求协调一致的途径。现在看来，

是一个有价植的尝试。

我ff]也碰到过一些虽说不大缸徨难办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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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不一致。凡加了弓i 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攻的。但对兄弟民

族的蔑称所加的"号"字偏旁，对外医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字铺旁，

我 ffJ径直改正不如说明，这是学界模倪。但有一些译名，织;如人名，哲布

尊丹巴，又称哲卡尊丹己，又称折卡尊丹巴.也称泽卡尊丹EL 再如地名，

"鞍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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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罗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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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攻成什么书名?如前全书保持一致，有镇

例可馆的好办，没有惯侥可错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一

致。我 ffJ遵守了这一规期，却违m-r另一摆阔，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撰稿过程中，我最忧奇的是学术震量问题 O 待!ØJ快要完稿时，我最

忧心的却是由摄问题。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时期，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

申请出摄补贴那时还没有先例。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镜允资

助出版。现在想起来，当如如果不能出棋，几?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代全史》再段时，饮水患牒，我们要对辽宁人

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再搓，需要重新展入，进行电子排版，编辑工作，一切从新开始。

但在电子排额中存在一键之差，往往错成一片的情况。丁俨作量大，时间紧

迫，方志出版社的李沛同志、徐宏同志和颜抢琴同志，为此书的再辍辛勤

了作 r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日也要继续 E作，我对他幻的敬业精神，表

示真诚的敬钮和感谢。

王戎茎

2007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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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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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中止。"文化

大革命"结束不久，这项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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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二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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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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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字左右的清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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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塞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摆揣一时难以实现。

1983 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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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部卡卷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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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全史》由医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 O 书中的观点，是

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 O 项自负责人邀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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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主编王戎莲，第三卷主编郭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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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主编事汝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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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发杨学术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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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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户~之二儿J川执 … 
的人可以心情舒辑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 lf1经常

举行分卷主编会议，踪了讨论了A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ο

例如，清朝前期前历史地位，清朝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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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边

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磕民地半封建社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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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辑学习、互相碌榻的过程，

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幻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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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L海内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能进、有既创菇、有所突暖。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提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仔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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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人民出援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 Jt..擦慨地给予出摄资助。 该社的

袁闰琅编审、徐期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摄尽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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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9朋友不吝指教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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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笙

199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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茸茸 一 切如

子定三藩战争的胜利结束，以及台湾的困妇，标志着清朝统治迈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O 如果说在这以前，清朝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南武力

清除敌对势力，确保新政权的存在和稳定，那么接着萄临的课题，便是更

多地需要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以取得大清江úl 的长治久安。

首先碰到的就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问题。由于长期大提摸的战乱，

使得内地各省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农业。

因为它梅成整个封建经济部支柱 O 关于缺复农业生产，清朝攻南早在 )1费治

桥年已有所行动，如招f来琉民、住待垦荒等等。{旦国当时正是于战争环境，

而清朝政府劝令垦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战争寻i起的愈来愈F

重的财政支绵，并且常常朝令夕改。所以尽管立法初意甚善，却收效不大。

康黑韧年，清廷曾一度调整政策，可不久又爆发了历时 8 年的三藩战争，

南方和西北的大部省份沦为战场，本来就无多大起色的农业生产，再次遭

到浩劫 O 所以等到三藩战争结束，重新招民垦荒时，清朝政府主要不是规

定新的行动计划，器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稍作改进，认真地提贯细落实。

菌着国家财政靖况的逐步好转，清朝政府对农业的经济支持也在不断

地加强。像增加给遇到灾茧，或在新垦地中生产、生活有自难的农户贷予

牛种、房舍。还通过官府出资，或官助民修，或督但民 j阐兴办等方式，大

力候复自遭兵火破坏和长年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同时新修了一批排灌堪

阔渠道。水利被视为农业的命脉。康熙时期封建国家对水利事业的重视，

也有利于荒地的号，辟布农业的恢复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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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到最黑晚期，全国除四 )Ij 等少数省份外，一些传统农业在的耕地

多得到皇复，有的还有新的发展。农业生产己达鬓或超过了萌代繁荣时期

的水平。

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清朝政府采取的最突出两点政策是:一是解肆

海禁，准许出海贸易;二是实行将匠班银摊入民地 3

解除海禁，不仅仅限于商业方E的意义。海上交通的通畅，对于促进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从康熙中期起，除了国内的海上

贸易有长足进展外，在国外，尤其与南洋各地(今东南亚各国)的商业来

往也迅速得到镇复。一些传统的港口城市如广州、宁波等，义重新获得生

机，还兴起了一些新的贸易口岸 c 江苏的上海、叶乔红的乍?菇、福建的厦门，

都是在康熙年间确立起它有1的港口地位的。其中像上海被指定为江海关所

在埠，屋门员。成为闰海关驻在所。

结束匠班制度是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历史趋势，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有密切关系。康熙时，清廷为适应其潮蔬，又推行将匠班银摊人民地的做

法，这便在根本上消除了E役制度的残余。由于各地的情况不一，匠班摆

摊归地娥的过程也延续了相当时期，直到辈正或更晚些时候才最后完成。

但它的确表明了封建国家对放松匠役人身控制的意愿， 1古代宫营手了丰业的

衰落、民营手工业的兴起，与匠技帘j度的没落、废除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繁荣商业、缸进了-农业生产的诙复发展中，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献

税政策也十分重要。颜康之际，清朝政清为应付军事需要，弥补财政严重

绚支，在眩税课征中施行严催重罚，再加上制度不实，娓倒不严，常常造

成桂收不时、程外有程的情况，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不安。为了改变

这一局蜀，清廷于最黑二十四年( 1685 年)下诏重修《黯役全书札并在

西赎征校方法主做了一系列调整。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年) ，清朝政府又

颁发了一项重要命令，宣布实行"滋生人了永不提贼从商既缓和17 户

了编征中出现的诸多矛盾，目时也为下一步献役改革、全面接行摊了入地

创造了有科条件。

由于康熙帝卡分注重探讨明朝复亡的教训，所以在版税赶收中，牢牢

遵键于正赎以外不作额外加摄的原则。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晓，苔先是

藏在量的问题。以田赔为例，清初曾规定以明万历四十八年( 1620 年)科

则为准。这就范万历后期的三次辽锦加源(也就是清代习称的九屋地亩

银)归人在内了。另外再加上在折银中就高不就f茸的做法，使得清代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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