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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它统治中
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明末，政府腐败，居住在辽东的女真族崛起，建立与中央对抗的地方政权后金（后改为清）。
公元1644年，清统治者借助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军事力量，夺取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成果。
入主中原。
建立起封建专制统治。
在这一过程中，连年用兵，东征西讨，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祸患。
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不懈的努力，清政府在中国辽阔的版图内，使经济、文化逐步恢复和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在统一的国家里，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经过上百年的拼搏和奋斗，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史学家赞誉的“康乾盛
世”。
然而，清前期的社会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导致清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衰败和危机。
至乾隆晚期，各族人民起义武装反抗不断，其中白莲教起义遍及七省，清朝前期的统治也由盛极而衰
。
　  清前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出版事业方面，其发展状况、出版思想、
出版内容、出版机构、出版技术、出版管理、版式特点、行款字体、装帧形制等方面都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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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前期出版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政治环境与经济概况　　清朝建立以后，在
政治军事上执行了许多实现统一和巩固政权的政策，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出
现了康雍乾的鼎盛局面。
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一、政治环境　　（一）统一与稳定全国政局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人关并定都北京。
清兵初入关时．为了稳定政权，清政府曾颁行一些安民措施。
如为明崇祯帝发丧；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
明朱姓诸王，亦仍保留王爵；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尽行蠲免；礼俗衣冠暂用明制，汉人薤
发与否，听从其便等等。
这样的政策对争取中原地区汉族的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两年之后清政府开始强制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有“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
事，此外，在战争中还多次发生屠城之事。
这种政策的实行，在清初的社会大背景下加剧了社会和民族矛盾。
各种反清势力的活动也不断持续，如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明朝贵族所建各南明小朝廷等。
但是清军最终镇压了各种反清势力，并且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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