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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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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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院二十周年献礼 O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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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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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己先后离开我们，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

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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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所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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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除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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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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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

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

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

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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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落后挨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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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

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个庞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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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

首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民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而且最复杂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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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中国境内各

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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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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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叙述清代的经济，而且是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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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全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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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优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己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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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兄弟民

族的蔑称所加的"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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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折扣尊丹巴，也称泽卡尊丹巴。再如地名，

"勒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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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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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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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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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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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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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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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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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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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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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隔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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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阎王昆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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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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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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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育愣.芒市古军事F号将有辛苦罕事桥称

本卷是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三年( 1840 - 1874 年)的政治史。这 35

年，中国不仅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侵略，爆发

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而且，发生了空前的巨变，清王朝从此

进入苟延残喘的晚期，持续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也由此转变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人类在很长时期内，虽然在全球形成了许多民族文化和国家，但除了

地区内有较多的，甚至密切的联系外，各个地区之间，就一直很少，甚至

几乎没有交流往来，从而形成相当稳定的地区性封闭状态。中国所在的东

亚，与英法等国所在的欧洲，就是如此。但欧洲各国并立，互争雄长，中

国则自古以来，既是东亚唯一大国，又为东亚文化中心。这使中国统治者

长期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养成闭目塞昕、脾脱→切的习惯。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行，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业革

命的不断推进，各个地区封闭状态就先后被打破，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

和国家，几乎都被纳入西欧资产阶级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中。这无疑是人类

历史一大进步 O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具有一切剥削制度的共性，而其对外侵

略性掠夺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其早期，这后一方面，更以十分野蛮的

方式进行。事实上. 15 世纪以来，欧洲以外几乎所有国家民族，都遭到了

他们的侵略抢劫，乃至屠杀，或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几乎被消灭。中

国作为庞大的帝国，有光辉强大的过去，至清代仍有把荷兰赶出台湾、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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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沙俄入侵的纪录。这使西方各国长期不敢公然人侵。乾隆末期，作为经

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又在印度站稳脚跟的英国，开始成为西方各国入

侵中国的急先锋。先图通过外交途径，牟取殖民和商业利益，后改用鸦片

走私悄悄侵入的办法。至道光朝，随着工业革命的胜利完成，英国统治者

不再满足规模愈来愈大的鸦片走私，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之

后，又掀起强行打开中国门户的浪潮。

与突飞猛进并蓄意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尖锐对比，清朝统治

下的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经济上是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政治上

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清

王朝最大的特点是保证满族贵族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中的主导地位，

并为此而采取许多具体制度和措施;同时，为加强其对以汉族为主体其他

各民族的统治，又在诸如文化和对外关系方面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从而

使中国处于更加闭塞的状态。这一切措施，虽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加强，

并取得一系列成就，但各种弊端和矛盾也在日积月累，以致乾隆末期，总

危机就已初露端倪，爆发了三省白莲教和苗民大起义。此后，特别是进入

道光朝，在鸦片大规模走私带来一系列后果作用下，社会更趋动荡，吏、

财、军诸政积弊积弱更加深重。总之，清王朝已由盛转衰，开始进入历代

封建王朝末期常见的危机之中。以道光帝为首的满汉统治者对此虽缺乏认

识，但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感觉。正因为如此，目睹鸦片泛滥的恶果，耳闻

严禁论者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警告，道光帝就不能不悚然难安，并一反老年

遇事苟安的作风，断然下令严厉禁烟。

这就是说，清廷宣布禁烟时，不仅国势已日益衰弱，危机深重;且只

根据国内需要决策，而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既不知

鸦片走私在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更无正确的对策。这

种情况使中国首先在战备方面，不仅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英国，且除了林

则徐在广州有所部署外，全国，甚至沿海均无有效的防卫措施。其次，在

战争过程中，清军积弊积弱暴露无遗，累战累败。最后，在总方针方面，

清廷又忽"抚"忽、战，既要征调军队赴战，又担心军费开支加重国库窘

境;既不甘心丧权辱国，决心一战，又怕外战引发内乱，不敢抗战到底。

这样只能在再战大败之后，迅速屈膝求和了事。

但是，并未因此而惊醒的清政府，仍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拒

不了解世界大事，拒不学习近代外交，以致战后十余年中，一直把丧权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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