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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
科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
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
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
《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
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
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
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
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
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
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
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
，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
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
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
动关系等。
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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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旅行，乃是记录美国明清史代表团四周时间内在中国旅行的见闻，重点介绍了在华北和华
东地区所参观的博物馆、所游览的历史名胜古迹。
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重点介绍馆藏的明清史资料，这是为美国学者以后来中国查
阅明清史资料而准备的。
对于当时中国各个大学里明清史的研究中心与相关的专家，也有所介绍。
第三部分是综合在中国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归纳出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加以介绍。
既介绍了中国的研究状况，同时略加评价。
第四部分则是介绍中国即将出版的明清史著作及当下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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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谢辞一、前言旅行二、华北的博物馆与历史名胜三、华东的博物馆与历史名胜参观的图书馆
与档案馆等机构四、图书馆五、明清档案馆六、第二历史档案馆七、有关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原始
资料八、大学及其历史系历史问题的讨论九、明断代史与明代制度史十、明清易代史十一、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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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理衙门　　这是有关外国事务的资料，时间从1860年到1901年，大约有10万件，包括与50个国
家交往的资料，有些是外文的。
资料是1949年前排列的，以后不知道是否进行过重排。
　　内阁档案　　这里的资料包括内阁常规的题本、黄册、六科史书，以及外纪档。
资料册按照月、年顺序编辑（题本和黄册的分类目录随后再讨论）。
内阁档案始于康熙晚期，当时宫廷题本系统开始变得不太重要，只是一种补充。
这里所藏资料包括常规和紧急向中央汇报的各省级的报告、朝廷的日常题本，以及已经收入档案书题
本的副本。
这些资料给清朝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如财政、人口、公共事务、司法、官僚政治、
礼仪和防御等方面的信息。
　　还包括内阁官员的日常登记簿、满文和汉文的起居注、满文和汉文的《清实录》副本、编辑《清
实录》和《大清会典》时所使用的材料和草稿。
与编辑《四库全书》总目相关的一些材料也在其中，这些都是与明清思想史密切相关的材料。
　　有些内阁大库的材料，尤其是题本，出版于1949年前；其他部分则被运到了台湾。
大多数的档案目录都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出版了几套目录，档案馆的职工现还在使用其中某些
部分。
1949年以后，只是对少部分档案进行了重新分类。
将近200万份内阁题本中，有将近一半还像本世纪之初那样收藏着。
有些资料，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因此，我们只得在仅仅几件样品的基础上，对这里的全部资料做出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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