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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
译工作。
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
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
清朝从1644-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
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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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
清朝从1644-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
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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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观念下，集中导致了明朝灭亡和“满洲征服”的17世纪中国的各种问题，在亚洲，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和扩展的长期而上扬的曲线图上，只是短暂的一次下挫。
它们是一次短暂而剧烈的世界性财政危机的支脉，也许因不利的气候变化而更加恶劣，而导致此次世
界性财政危机的原因，是银锭供应和流通的一次突然的异动（弗兰克，1998，第246-247页）。
弗兰克不大理会17世纪欧亚大陆总危机的说法，这为明清中国保留了一幅400-500年霸权周期的合乎节
奏的图景，而这个霸权周期是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的。
这一看法是他和盖尔斯在1993年提出来的。
直到18世纪中叶之后，亚洲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言，才在19世纪早期进入了周期性的下滑
，而中国是亚洲中最后显现这一下滑的地区①。
西方由于从新大陆获取金银而使自己大发横财，所以直到此时，它才能够买到通向支配觊觎已久的亚
洲贸易的门路，并因此开始了当今这个欧美超级霸权的周期，而破天荒地以北大西洋为核心（弗兰克
，1998年，第5-6章）。
在这幅图景中，无论中国是哪个朝代在统治，这一“金银通货论调子的单色”（阿德斯亥德，1999年
，第1274页）都是无甚分别的。
对世界体系论有几种典型的批评，或说其特点是过于狭隘的、单一经济因果的解释和值得怀疑的整体
论假设，或说它没能充分地对这个周期进行实证，在史实上还经常出错，等等（山农，1989年，第6章
），这些批评一直被用来针对弗兰克的非正统世界体系学说。
而弗兰克本人则呼吁对诸如收入分布、要素成本、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更为比较性的研究，以检验其
周期的可：靠性。
仿佛预料到这一暗示，有若干对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进行实证性的历史比较出现了，结果这些历史
比较一方面支持了弗兰克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质疑了他的研究。
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1997年）和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年）都对中国和欧洲进行了复杂精
细的比较。
他们都试图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以前欧亚大陆的两端在几百年中的发达程度都比较接近，但欧洲却单
单以与人们的直觉和预期相反的许多方式，突破了在两个地区都同样明显存在的斯密型和马尔萨斯型
对成长的限制，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持续人均经济成长与扩展的体系的核心。
即，他们试图解释为何是欧洲，而非中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成为工业化的和“现代”的捷足先登
者。
王国斌和彭慕兰都把中国视为出色地应对世界上的所有发展中地区都将面临的各种生态问题的国家。
这些问题主要是基于逐渐严重的食品和燃料资源短缺基础上的人口压力。
另外中国还要应付19世纪行政效率减弱的问题。
但二人都反对中国在19世纪最终屈服于环境耗竭和人口过剩，只好靠20世纪生产关系的西化来挽救自
身这样的说法。
相反，清代中国被描绘为在日益具有挑战性的生态条件下引领着广袤版图和众多人口达到几近完美的
前工业化社会经济繁荣的顶峰。
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几百年内经济安排、政治结构和国家机器建设最佳化的结果。
无论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这些举措在肇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帝国王朝秩序的最后几百年中仍保持着
合理性。
但在强调超越、威胁和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欧洲现代性的形成时，王国斌和彭慕兰却产生了分歧。
王国斌认为，在与中国经济依然相似的欧洲经济同欧洲、而非中国所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条件之间（
变化的结果并非明显更有效），存在着互动，他强调的是这种互动中的偶然性；彭慕兰则在把偶然性
贬损为一种解释方式的同时，强调欧洲人因进入新大陆而获取的横财及其与加大开采矿物燃料的关系
，以及他们在新旧大陆间咄咄逼人地追求武力海外商业贸易的作用。
王国斌和彭慕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比弗兰克更为广泛地考察了各种要素。
他们在清代发现，中国的某些核心区域，与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可供比较的地区一样，一直是最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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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活动前工业方式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地区。
考虑到中国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具有大得多的规模，人们可以推断说，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成功的
政权。
但无论是在王国斌还是在彭慕兰的概念中，清的秩序都并非是有重大意义的新秩序。
特别是王国斌强调了中国周而复始的“农业国家的再生产”，及其在回应经济扩展与经济收缩周期时
的变迁。
在长时段中，这些周期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经济，这个类型在经历了公元1100年的唐宋变革期之后，尽
管出现了金、蒙古和满洲的入侵，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规律性。
他承认，与明相比，清具有更强的军事侵略性和扩张性（1997年，第95-96页）。
而彭慕兰，对他来说，则沿着他的分析思路，引证了某些影响中国表现的清的政策和取向，比如政府
更大规模地卷入和拓展到中亚、而非海上贸易的范围（2000年，第173、203页）。
但是，和弗兰克一样（而与本书的几个作者形成对比），在王国斌和彭慕兰的大历史研究中，无论明
还是清（的确，无论17世纪是否发生过王朝更迭），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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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翻译出版酝酿已久。
1999年，司徒琳教授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主持召开了“世界与中国时间中的清的形成”讨论会，除了
美国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外，我和杜正贞合作的论文也提交给了会议，因此我比其他读者更早接触到
了现在这两本书中的大作。
我以为，这些作品代表了美国清史研究中的某种新的动向，因此，当司徒琳教授在会后联系会议论文
英文版著作的出版事宜时，我就向她建议，将这些成果翻译成为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也许是有
益的。
当时，一些作者对其作品翻译成为中文并未表示出兴趣，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翻译作品质
量着实堪忧，不能为人家的原作增色，反使其面上无光，于是此议就暂时搁置下来。
后来司徒琳教授再次访问中国，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确感此书还是有介绍给中
国读者的必要，经过与所有作者协商，此书的中译才重新提上日程。
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作者的错误，我们会按原样译出，并加译注加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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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清史编译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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