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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萌晦，人才之盛衰，其表

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龟，列强环饵，传统频遭康疑，噩

学新知亟亟商人。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

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

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渥沌时

景，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言言行，涌现了一大挝学术名家

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患怒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

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吕，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

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患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丽知

薪，述往事丽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篡，其意

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摞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

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20 进纪 80 年

代末中望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

括外文著作)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茄

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说明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民愿。自 1897

年始创起，本信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flj 了中

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

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般成绩

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结倾力谋划，经学界逼人壁画，并得国家

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

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进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

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摄深壁短之忧，被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共襄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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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枚录晚清以迄20 世纪 80 年

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人选

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括其i日，唯各书卷苦冠以作者照

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诫邀专家学者撰

写再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

本流变等情况。

兰、人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成本，参校他

本，正其谁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

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技攻，则出脚注说明报本依据，以"编

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费。

四、作者吉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

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

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寡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

件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黑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

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黯



凡-W~

点，专名号从路。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

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四年代久远哥字迹摸糯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

数扉"口"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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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重印本的前面

这本书编写于抗自战争以前，应当玲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

由三联书店重印，希望学术界的朋友们予以指正。

我累先写《中嚣救荒史》的用意，只是把它作为中嚣社会经济

史研究的副产物的一种。这一部分的史料触目惊，杏，在研究过程

中随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很容易把它们编在一块。本打算把

各部分的精料都逐步整理出来，不料我的研究计划受了战争的影

响半途雨废，不仅是其他黯属的材料，就连主体部分的草稿和资料

也散失了，独有这个副产物菌为已经印行却保存了下来。

现在决定担这本书先做技术性的修改，重新付碍，目的无非是

为了适应客混的需要，提供一部分研究的资料。罢为这本书在过

去的条件下编写出来，它仅仅只能算是史料的汇集，分析很不充

分，一定不能令人满意。

有些读者认为，这本书原来用的是文言文，太不通俗。这次重

邱的时候，除了引文以外，所有解说的文字，基本上都改戒了语体

文。从全书来看，它仍然是累来的面巨，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

我准备以后还要如陈修改程补充，核对全部引用的史料，并主要捏

史料补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期;对于历史上重要的经验

教训将进一步加以探究;若干重要的论点要展开来作充分的说明。

这个工作需要相当的时间，瑛在还办不到。我将争取在同志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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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重 IOp本的前面

支持下早日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c

对于曾经关心这本书，并且帮助它能够重邱的各位同志程朋

友，我在这里统统致谢。

作者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

〈编者附注:上述文字是作者为《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 1958

年版所撰写的说明)

2 



例 言

这本书是在问题为中心编写的，但是，在叙述历史事实的时

候，仍然按照年代辑先后排列。书末附录作者编制的"中虽历代教

荒大事年表"以便对照。

正文的末罩，原拟有结论，综合说明历代救荒政策的利弊和经

验教哥哥，出版的时候路去了。叉，第一编第二章论造成灾荒的社会

因素一节中，本来还有"近代灾荒中薪的社会医素"一项，后来出版

的时候也略去了。

附录中还有历代灾荒一览表，详载殷商以来三千七百多年间

灾害曲记录，也民为超过原定第幅高抽出。

作者所引黑的参考书籍因为数量很多，并且在每处引文的活

面都已注明出处，所棋不另列参考书目。

邓云特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g

3 



绪 言

救荒史的意义和范围，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明白，实际上却很璀

确定。以前的学者，既没有一致的用语，也没有系统的著述。因

此，这里还必须说明"救荒"一词的含义，而对于什么是"荒"首先

要加以肯定的解释O

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凯荒的意义，有种种解释。如《毅梁

传》说:

五谷不升为大智L; 一谷不升谓之嗓;二谷不升谓之址:三

谷不升谓之锺;因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

《墨子》说:

一谷不枝谓之锺;二谷不技谓之旱;三谷不技谓之凶;四

谷不牧谓之馈;五谷不住谓之-m瑾。

《毅梁》所谓"大饥"、"大侵" ，(墨子》所谓"饥懂"都是指

的大忧荒。可是，五谷是哪些?历来说法也不→祥。《勇享L>说:

"其谷宜五种"郑玄注"五种，泰、理、寂、麦、程也。"但也有说

五谷是泰、程、麻、麦、豆的。至于六谷、八谷、九谷、百谷的名称

4 



绪言

就更不一致了。其实所谓五谷乃是泛指为人类主要食物的谷类，

原不应作狭义的解释。但《毅梁传》和《墨子》的定义却显示了古

人对于讥荒的大体摄念。近代一般学者所下的定义，未必能超过

古人。华洋义赈会马罗和( Walter H. Mallo巧〉所下曲灾荒的定义

是"灾荒者，基于天然原因雨致食粮供给之失数也" (见《饥荒之

中国})o 这并不比二千数百余年前毅梁赤、墨理所作的定义高

明多少。这样的定义并不能反映客班事实的全部，而仅仅是根据

表面的直党的现象所作的判颤。真正科学的定义，应该以客班存

在的一般事实的全部内容为提据，不应以表西现象的考察为

满足。

我们如果摄据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考察，结果就会知道:一般

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

过了人类的抵抗力雨引起的损害;而在黯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

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语雨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

败所招致的社会物景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我自己认为，这个定

义虽然也银粗筒，但它是比较符合于过去的历史事实的。只有在

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生活完全进入了新的时代以后，这

个定义才必须随着改变。

明黯了"灾荒"的意义也就知道"教荒"的意义了。所谓"救

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困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

切防护性的活动。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

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事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

下来，找出经验教圳，这就是救荒史研究妈对象和自的。它不仅要

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商且要记述租分新历it社会经

济结梅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到此，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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