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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崇实求真是史学家的终极追求目标。
空泛的议论和情绪化的论述是与史学无缘的。
我的个性是感情往往胜于理智。
对于一个容易情绪化的人，要理智而平实地叙述、议论史事，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我偏偏选中历史学，并以此为终生职志，实在是一种自我挑战。
30多年来，我对于所选择的职业不仅无悔，且对它的热爱与日俱增。
记得1957年秋，我满怀兴奋地跨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门槛，但一经接触专业课之后，觉得史学枯燥
乏味，曾请求转系而未果。
幸得诸多老师的教诲和疏导，才逐步培养了对历史专业的兴趣。
当时系里的老师中，有治隋唐史的唐长孺、治近代史的姚薇元、治经济史的李剑农和彭雨新、治墨经
的谭戒甫，治世界史的则有吴于廑、曹绍濂等，各治一史，各有所长，可谓是群贤集聚。
这些老师除李剑农先生因年老体弱、曹绍濂先生因错划为右派，不能给我们上课外，都先后给我们上
基础课或专题课。
老师们授业专注，认真负责。
年近80的谭戒甫老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老子“守柔说”的情景，虽事隔近40年还历历在目
。
可惜当时我学识太浅，不能领悟老师们学术的要旨精义，徒有景仰、羡慕之情罢了。
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启迪了我的思维，培养了我的学术兴趣，尤其是彭雨新、唐长孺和吴于廑等，
即使离校后，依然得到他们一如既往的爱护和具体指导。
武大历史系的老师为我铺平了走向学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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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涉足于徽学研究以来，恍忽间已历经40年。
徽学对于我，如影随形，平生相伴。
毫无疑问，徽学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家园。
八九十年代，虽然转为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忘情于徽学的研
究。
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徽学的蓬勃发展，在从事珠三角的同时更热衷于对徽州与珠三角的一些问题
作比较研究。
本书所书的文稿，要主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下的。
有少数几篇文章，如《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等发表较早，但考虑到颇具史料价值而又不易查找，故也
收入其中。
           16世纪，西方商业殖民者东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汪直海商集团的被镇压所产生的后果，等等问
题。
本与徽商的演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变迁，是紧密相联系的，却也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
这些至关重要，又富争议性的问题，在拙稿的有关篇章中，不揣冒昧提出，并发表肤浅的看法，旨在
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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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拓荒者的步伐和学术的里程碑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自序）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
《徽州文化全书》总序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明中叶中国海上贸
易与徽州海商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关于徽州的佃仆制徽州学在海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
学研究——序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学术使命感与全情投入——序王振忠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
微》科学技术影响的隽永魅力——序汪明裕主编《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徽商与徽州的文化底蕴—
—序汪明裕主编《古代商人》史学的探幽索微与投入现实情怀——序叶鸣声、刘伯山主编《徽州文化
研究》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16世纪广州市场结构、功能与动作方式的历
史性变化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s-1840s粤商与广东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1晚明清朱江
三角洲区域社会情态的忠实记录——《盟水斋存牍》简介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明
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19世纪下
半叶夏威夷华人首富陈芳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徽州与粤海论稿>>

章节摘录

终于导致或垄断某一行业，或占据某一城区，开辟商业据点。
他们借助宗族而形成商业网络，相互扶持，互通信息，甚至联合行动，击败竞争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徽州未曾发现如同珠江三角洲般由祠堂族长出面经营产业，如开族店、承垦沙田等
，利益由族众均占的情况，而是在宗族内部采取互相扶持，以求共同发展。
例如，婺源程栋在汉口营商得厚利，置有产业，“凡亲友及同乡者，借住数月，不取伙食，仍代觅荐
生业”。
这同徽州本土族内实行的道义经济相对应，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内部趋向于经济上的公平分益迥异。
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如前所述，是因商业化的出现而推行的，并随同商业化的加深而日益庶民化
、普及化的。
宗族制和商业化有互相依存的关系。
宗族制的盛行，既表示边陲地区对正统文化的认同，又是新兴的士绅阶层将正统文化与自己的带有商
品意识的价值观相糅合的结果。
明中叶，以酿酒生意发迹的南海“太原霍氏”晚节公把“酿酒之法”写入“家箴”，告诫子孙世代遵
守。
清代康熙年间，这一家族又将有关手工业和商业的注意事项写进家训，以规范子孙的行为。
表现了其对工商业的关注和支持。
珠江三角洲宗族组织对商业的关注，不似徽州般只是为求致富而缙绅化。
他们在缙绅化的同时，也直接用其货币经济的力量以通显。
他们通过捐资举办公益事业，诸如积善堂、医院、育婴堂等等，而取得在地方上与士绅并列的名流地
位。
这说明已不完全恪守“官本位”的价值观。
清末中山县人郑观应便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又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
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郑观应视商为四民之纲，以商立国的思想，正体现了这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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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涉足于徽学研究以来，恍忽间已历经40年。
徽学对于我，如影随形，平生相伴。
毫无疑问，徽学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家园。
八九十年代，虽然转为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忘情于徽学的研
究。
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徽学的蓬勃发展，在从事珠三角研究的同时更热衷于对徽州与珠三角的一些
问题作比较研究。
本书所收的文稿，主要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下的。
有少数几篇文章，如《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等发表较早，但考虑到颇具史料价值而又不易查找，故也
收入其中。
　　徽州与珠江三角洲，乍一看，一为险阻四塞的山区，一为水路四通八达的南海之滨，彼此风牛马
互不相及。
但是，由于人文因素、历史机缘的复杂关系，在一些方面，这两处不同类型的地区却出现一些雷同的
历史现象。
这就是都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作过历史性的贡献。
　　明中叶以后，古来善于舟楫的珠江三角洲兴起民间海上走私贸易活动，海洋经济化日益加深；善
于把握机遇的徽州人，也利用新安江东下杭州湾之便，连同闽商纠集东来的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共创带有国际性的海贸市场。
以汪直为代表的徽商，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嘉靖倭难”。
徽商从带头加入世界性向海洋挑战，到执鹾业之牛耳，乃至明晚期与泉州商人、广州府商人共同垄断
广州的对外贸易，堪称海洋经济的代表，而与作西北边境生意起家的内陆性商人晋商相对垒，共占商
界鳌头。
徽商趁世界海洋殖民贸易高涨时机，以海上贸易与布、盐、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开辟了长江中
下游和运河沿岸“无徽不成镇”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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