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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为严中平，中国经济史学家，本书是其研究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部著作。
本书叙述1289—1937年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特别着重分析1840—1937年间的发展史。
本书目的在于通过棉纺织发展史的研究来阐述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作者收集了相
当丰富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发展的条件和状况，得出中国资本
主义不可能顺利发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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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中平（1909-1991）时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史教授，江苏省涟水县人。
主要著作有《中国棉纺织史稿》、《清代云南铜政考》、《上海棉纺织工人状况》、《老殖民主义史
话选》、《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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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洋布不如土布耐穿而温暖，用洋纱织成的土布自然表现同样的缺点，同样的为劳动人民所不乐服
用。
据说“下江民间⋯⋯洋纱初来之时，民间并不喜用。
间有掺用者，布庄收买后致销路濡滞，于是庄家必格外挑剔，不收洋纱之布，民间遂亦不敢以洋纱掺
用”①。
这种现象一直到了1892年还有些地方存在，“其时（南通县）布商收布，凡见掺用洋纱者，必剔去不
收”②。
　　洋布或洋纱布不如土布与土纱布的耐穿温暖因而遭到人民的摒斥，都是事实。
但是这现象所反映的，既不是兰开夏的机器不能织造厚重的布匹，也不是中国人民存有任何偏见，不
过说明和农业相结合的中国手纺织业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时间节省”，因而能在市价上能对洋纱布
作“顽强的反抗”罢了。
　　大体说来，外洋机制纱布对于中国手工纺织业的分解作用，就是以低廉价格为武器去进行的，其
总的过程则经过这样两个步骤：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把手纺业强制割离手织业；其次是洋布代替
了土布，把手织业又强制割离了农业。
具体的历史实际是非常分歧曲折的。
大体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地区和城市附近，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完成得最早最快，在交
通不便的山区或偏僻乡村，这过程进行得最晚最慢。
当然，这并不是说手纺织业在大都市就一定会根本绝迹。
须知时至1935-1937年，上海开埠已将近一百年，然而上海近郊还有大量手纺车在纺纱，而公共租界也
还有手织机八九千架之多的。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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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为严中平，中国经济史学家，本书是其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部
著作。
本书叙述1289—1937年间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特别着重分析1840—1937年间的发展史。
本书目的在于通过棉纺织发展史的研究来阐述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作者收集了相
当丰富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发展的条件和状况，得出中国资本
主义不可能顺利发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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