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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深感荣幸，期待着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新的学术对话。
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尤其要感谢史建云
女士为这本书所做的特别认真的翻译工作。
借此机会进行一些修改自然而然成为诱人的念头。
但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订正了几处印刷错误，并改正了附录E中纺工和织工收入的一些计算错误。
（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证，因为它们只涉及收入在纺纱和织布之间的分配，而大多数
从事纺织品生产的家庭都是纺、织结合的。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
了相当大的争议。
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
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流派称之为“加州学派”，甚至于“尔湾学派”，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是一种松散
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
我预料这本书在中国也会引起争论，尽管可能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意味着争论的变化而不是结束，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
疑会被推翻。
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被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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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反对这种观点
的思潮兴起，提出了许多中西比较的新课题。
    本书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
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
解。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
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
具有了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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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
，加州大学系统世界史研究组主任。
其大部分著作围绕着中国和比较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开研究，但也
著有民间宗教史和家庭结构及性别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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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    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    劳动体系    迁移、市场和
制度    农产品市场    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    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内卷与勤劳革命    第一部分的结论
：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重核心和共同制约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第二部分  从新风
气到新经济？
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  引言  三 奢侈消费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更多和更少的普通奢侈品    现代早期欧
洲和亚洲的日常奢侈品及大众消费    耐用消费品和奢侈的物化    舶来品与时尚的轮转速度：全球性关
联和以经济差异为基础的文化外观    奢侈品需求、社会体系和资本主义企业  四 看得见的手：欧洲和
亚洲的企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与资本主义    海外剥削和资本积累：威廉斯理论的再审视    明显因素
的重要性：奢侈品需求、资本主义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    国家间的竞争、暴力和国家制度：它们多么
不重要又多么重要    第二部分的结论：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的意义第三部分  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
：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附录参考文献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分流>>

章节摘录

此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但却相关的——也是更可能的——情形，可以使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的高生
活水平与低工资——至少低于荷兰和英国的雇主们支付的工资——协调一致。
尽管在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荷兰和英国有许多工业是在农村中，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当时这些国
家中只有相当少的工人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之间季节性流动。
②在这一时期之前，至少在尼德兰，有很多工业劳动者在高峰季节从事农业劳动，并为此得到相当高
的工资。
随着农业和工业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分离，日工资不得不提高到能够使现在就业不够充分的工人生存下
去；这样一种工资提高确实出现了，但却以增加失业为代价。
③相反，在中国和日本，很多手工业工人几乎肯定没有充分与农业分离；因而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
可以在织、纺或制砖瓦工作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仍然享受与他们的荷兰和英国同行同样或更高的生活水
平。
这样一种设想似乎是合理的，尽管远远没有确定，如果这是事实，它会使我们的其他发现与一种至少
会刺激某些欧洲雇主寻找使用较少劳动的方法的特别有力的动机相符合。
（它也意味着英国雇主会比那些其工人也务农的雇主在保持他们的工厂全年开工方面遇到的麻烦更少
。
因而他们会有更大的动机投资于集中化的厂房和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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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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