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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专题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纪念建所四十周年系列活动 

2018 年 12 月 1 日，为纪念建所四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中国人民大学

党委书记靳诺，副校长朱信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一级教授戴逸，以及来自海

内外的嘉宾、校友、在校学生等共二百余人参加了活动。 

首先，靳诺代表学校致辞。她表示，清史研究所的建立发展与

祖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其四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表示祝贺，清

史研究所在郭影秋、戴逸、李文海、王思治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带领

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

杰出成就，尤其是推动、倡导和支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

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取得了人大博士、硕士培养上的数个第一，

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行列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希望清史所师生认真总结学科发

展史，继续弘扬严谨扎实的学风，努力建设中国史一流学科，在繁

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让中国人民大学这

面人文社科领域“独树一帜”的旗帜飘得更高。 

戴逸先生作为清史研究所主要创办人之一，看到众多朝气蓬勃

的青年学者参加此次活动，感到非常欣慰。他深情回顾了从 1972

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到 1978 年正式建立清史研究所初期的艰难岁

月，以及此后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得以比较顺利的发展历程。他

强调了清史研究所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勉励清

史所师生们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立大志向、下大力气，守正创新，

使清史研究更加兴旺发达，让学术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回顾了李文海老校长曾总结的清史研究

所得以较好发展的四个传统：形成了一个既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又符

合时代要求的学科特色，组织了一支既各具个性又有强烈团队精神

的学术队伍，培养了一种既严谨求实又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树立

了一种既坚持自主发展又重视交流合作、开放健康的学术心态。他

还举例说明了清史研究所在人民大学复校初期的特殊重要地位。不

过同时他也强调，清史所还存在不足之处，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

过程中应更有担当，任重道远。 

      清史研究基地主任杨念群作了“清史研究所 40 年发展报告”，

从“为国修史：半个多世纪的责任担当”，“积淀深厚：清史研究

学科的发展路径”，“拓展国际视野，屹立学术前沿”三个方面，

全面回顾了 1978 至 2018 年清史研究所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并展望了清

史所的未来发展。 

接下来，美国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唐纳德·沃斯特、日本大学

副校长加藤直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明珂、香港科

技大学李中清、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阿梅龙，文化和旅游部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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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李国荣、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所党委书记夏春涛、《历史研究》主编李红岩等嘉宾先后致辞，对清史所建所四十周年表达了诚挚

祝贺，回顾与清史所历代师生的交往，赞誉清史所取得的成就，并从清史学科发展的角度对清史所的未来发展

提出了建议，祝愿清史研究所在新时代有新面貌、新气象。 

清史所荣退教师代表、前所长成崇德指出，清史所自始自终以学术为本，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不仅培养了

各个民族的优秀学者，还培养世界各国的优秀学者。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外籍文科博士、现为德国弗莱堡大学

跨文化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达素彬发来了贺信，感谢清史所的悉心培养。清史所毕业生代表、山西大学原副校

长行龙表示，清史所始终是数百位毕业生的学术生命之源。 

活动进行过程中，清史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王俊义向清史所捐赠个人藏书，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安双成向清史所捐赠满文牌匾。大会还宣布正式启用清史所的新形象标识。 

活动分上下场，分别由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副所长刘文鹏主持。他们代表清史研究所向与会领导、嘉宾

及返校所友表达诚挚谢意，并向所有曾在清史所学习、工作过的师友致以最真挚的问候。 

当天下午，大会举办了清史所历届师友座谈会。与会者纷纷回顾了在清史所求学的经历，回忆了师友相处

的美好瞬间，也对清史所未来发展提出了诸多诚恳而有益的建议。 

系列庆祝活动还包括清史所与学校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清史研究所四十年教学与科研成果展”，与颐和园

共同举办的“御宝璆琳——庆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颐和园申遗成功二十周年清宫旧藏玉

器特展”，以及王明珂、加藤直人的两场专题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目前海内外规模最大的清史研究机构。机构的建立，缘起于新中国清史纂修工

作的开展，前身为 1972 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

人指示下成立的清史研究小组。1978 年，经

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2000 年，入选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

所始终致力于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拥有《清

史研究》《新史学》两个专业刊物，从这里先

后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

第一位外籍文科博士达素彬、第一位藏族历史

学博士罗布、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

者夏明方，组织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第一次

学位论文答辩（1981 年 6 月），为新中国历

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

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做出了突出

贡献。清史研究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最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程”的重要倡导者、推动者、承担者，也是近 20 年来推动国内“新史学”发

展的重要力量，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 

（采编自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12841，2018-12-30） 

 

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暨戊戌变法 120 周年——第八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2018 年 8 月 25 日至 26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广

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的第八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林举行。来自中、日、韩等

国 7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论文近 60 篇。 

本次会议主题为“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暨戊戌变法 120 周年”。晚清中国在冲突与矛盾中，逐步走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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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一方面中国开始慢慢融入国际社会，被卷入世界进程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内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社

会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内外交织的压迫感和紧张感，促使着清朝社会各阶层不得不正视变局，寻求应对之策。

围绕以上主题，与会学者就晚清政治变革、社会发展、思想文化、中西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在主题发言中，六位资深学者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熊月之《口岸城市与维新思潮

——以上海为中心》将口岸城市的建设与维新思潮的酝酿联系起来，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上海作为开放

的、多元的、现代的口岸城市，其市政建设、

绅商活动、思想宣传对启发维新人士，酝酿维

新思潮有着长期、渐进、广泛的影响。澳门大

学历史系茅海建《中学或西学？康有为戊戌时

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通过对康有

为、梁启超生平与言论的深入解析，判断其学

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的“中学”与“西学”成

分，认为戊戌时期康、梁还不了解文艺复兴以

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学说，其学术思

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仍是中学，戊戌变法是表

象上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内中却缺乏必要的思

想与理论准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

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近代中国“治

外法权”概念的传播与运用》利用了近代中外时人著作与媒体资料，从概念史的角度探讨了“治外法权”这一

术语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传播运用，提出要完整把握近代中国“治外法权”的概念及丰富的历史内涵，从历史的、

社会化的使用中了解其内容与演变。日本东京大学川岛真《北洋海军与日本——1886 年长崎清国海军事件为例》

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档案、总理衙门档案等材料，探讨在甲午战争前夕“长崎清国水兵事件”

交涉过程中，日本对大清海军能力认识的前后变化。此事件的交涉让日本认识到清日之间海军力量的差异，一

方面注意到发展海军力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开始质疑北洋海军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

《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利用美国外交文献，探究美国驻华公使对于强学会、清廷人事任免、戊戌

政变、光绪帝的生死问题及北京排外事件的观察和反应，揭示了不同于中国内部的观察视角和讨论重点，有利

于丰富和加深对戊戌时期重要历史事件的认识。 

分组发言讨论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一、晚清政治与制度变革 

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重大论题一直是晚清史研究的重点，尤其是政治变革与官制体制改革研究，变局下清末

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清末新政体制机构的增减，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学者们讨论的兴趣。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

《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酿成》使用书信、日记、档案、报刊等新旧材料，在辛丑回銮后“北洋下南洋”

的大背景下，从南北地域派系的角度，探讨瞿鸿禨、岑春煊、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复杂关系及其如何在复杂多

变的江督之争中，打破了南北派系的平衡，积累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酿成了丁未政潮。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赵虎《新政初期内官改制的举措与取径》利用档案、报纸等材料，梳理新政初期清廷内官改制的具体举措，展

现了在荣禄与奕劻掌枢的不同时期内官改制的差异，进而探究清政府在新政初期改革内官制的思路。暨南大学

历史系彭贺超《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兼论士官派与北洋派的关系》依据档案、文集、书信

等材料，检讨既往研究所依据的哈汉章回忆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不完全是因为权力斗争。

袁世凯需要利用士官生弱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练兵处需要补充人才资源，士官派、北洋派并立格局的形成，

随着袁世凯、铁良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晚

清籍贯回避之争的脉络及其分析》梳理了晚清选官任官制度中地域回避之争的脉络，并结合民国与现代的选官、

任官制度，从国家政治建设、政治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反思。 

晚清地方权力的运作与变化也是关注重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建娣《太平天国运动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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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驻防的恢复和重建》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艰难恢复过程，一方面反映了晚清财政制度的变革及

中央和地方督抚在财政关系上的拉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新式军队出现的背景下，八旗驻防战略地位由重减

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超建《清末乌鲁木齐民团与国家控制研究》讨论了在同光年间乌鲁木

齐社会动荡、清朝统治崩溃的背景下，乌鲁木齐民团的出现及其与侵略势力斗争，帮助清政府恢复新疆统治秩

序的过程，展现了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及其在维护地方秩序，实现国家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晚清重要政治人物及其交往也是探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阎敬铭其

人与阎敬铭家书》利用阎敬铭家书及相关资料，论述了其政治人生轨迹及家庭生活，对今人认识阎敬铭家书的

重要价值，了解其人物个性有重要作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潘崇《川督锡良与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关

系演变考》通过探究川督锡良与同知刘廷恕关系的恶化过程、两人对川边局势和治理认知的差异，展现出清政

府在川边治理策略上的调整及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立过程。 

 

二、晚清经济变迁与财政改革 

伴随着传统经济的解体和中外贸易的增加，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加之清末军费需求大量增加，

各项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财政需求不断增加，财政体制为适应局势变化也随之进行调整与改革。暨南大学历

史系刘增合《“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晚清广东的田赋征课》对晚清粤省的征税款目及成因、田赋款目

的税率及征额作了清晰明了的梳理，认为其具有“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的重要特征，并对时人认知的田

赋弊端及祛弊之法进行了介绍，为今人理解晚清的“省税”提供了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智勇

《太平天国与晚清榷关》探讨天平天国运动对晚清榷关的冲击，并从清政府内部分析了晚清榷关式微的根本原

因，认为战争的持续影响使得清政府对榷关税收失控，清政府应对失策，加之不合理的财政制度、厘金和洋税

的崛起，加速了榷关体系的衰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文杰《中国早期外债的发行程序——以汇丰银行为例》

对清政府通过外资银行在中外市场上发行债券的程序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合作方式、发行程序、数额、利率、

折扣、销售策略等具体内容，清晰地解释了清政府如何短期内获得巨额筹款，展现了外资银行等新兴经济金融

因素如何影响了晚清财政的变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廖文辉《危机与崩溃：咸同之际的新疆协饷运作

（1851-1864）》讨论了咸丰初年由于内地财政困顿，新疆面临协饷危机，不得不采用节流之法，包括两次变通

兵制与筹措经费，结果削弱了新疆兵力，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崩溃。山东交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孟祥菊《官民博弈：自治经费筹措与清季税契的征用》探讨了清末新政后因财政需求增加，各

省如何解决财政困境及契税的膨胀发展的具体情况，及各省自治机构为争取征税权和清政府的博弈，体现了财

政制度变革过程中民间与官府、地方与中央的复杂关系。 

中外交流为晚清经济注入了许多新因素，在经济变迁中清政府如何抓住“求富”机遇？面对新的贸易摩擦

商人群体如何应对？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朱浒《“求富”的契

机：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创办再研究》注意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向“求富”过程

中的统合作用，运用政治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的复合视角，探讨了晚清航运业的现代化缘起、轮船招商局创办

的具体过程及李鸿章如何进入这一行业并成为轮船招商局中流砥柱的契机，展现了一段多角度的、动态的历史

进程。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晚清旅越商帮的身税交涉与利益诉求》以旅越商帮身税（人头税）制度的变革为

切入点，探讨晚清闽粤商人、法国殖民政府、中国政府之间的利益诉求、博弈和交涉，从而反映了从朝贡到条

约、帮群到商会、商务到革命的复杂历史进程。广西师范大学徐晓东、徐毅《道光萧条在珠三角地区存在吗？

——基于英荷文档案的分析》利用英荷文档案资料，通过探讨 19 世纪上半叶广州的工资与物价变化、珠三角华

工身高变化及广州贸易发展，发现这一时期珠三角经济发展下降，确实存在道光萧条。 

 

三、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 

晚清社会变迁中，各界有识之士如何进行强国运动亦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郑永

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滥觞——清末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版本考辨》利用最新发现的清宫档案，与出版文

献进行对读，对清末近代教育萌芽之《请推广学校折》的各版本差异进行了仔细核对，并对其传承演进情况进

行了考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周慧梅《唤醒、改造国民与国家改造——晚清中国的社会教育分析》以社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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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为中心，探讨了社会教育的舆论场域、制度设计、主要的社会教育事业等，分析其对引进西方文明、现代教

育改革及国民改造的重要影响。李欣荣《辛亥〈时事新报〉征文的政治旨趣与舆论互动》将辛亥时期《时事新

报》的征文活动作为研究重点，对办报缘起、征文用意、设问深意与舆论互动进行了分析，并对各题征文内容

与数量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有助于了解革命前的舆论环境。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李喜霞《慈善强国

之梦——论晚清慈善事业的新精神》论述了晚清慈善事业的发展，逐渐孕育出自立自强、强国富民的国民理念，

为解决国家危机而努力，体现出慈善事业在推动社会公益和国家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 

现代化过程中晚清城市如何变化？个人如何与国家社会形成互动？个人视角中的晚清社会反映了现代化进

程中帝国的另一面。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在帝都与故都之间——16 世纪以来旅行指南中北京形象的生成》

搜集整理了大量明末到近代北京旅行指南有关文献，分析其内容与信息类型上的编排和调整，体现了旅行者城

市定位的变化，及 16 世纪以来北京城市形象从传统的帝都北京到现代化城市的转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宾长

初、方姝人《“沉沦”抑或转型：山西近代社会的个体观察与历史实态——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分析》通过

近代山西普通士绅刘大鹏日记所记载的山西社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变迁实态的对比研究，发现刘大鹏个人认知与

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进而从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角度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四、思想与学术的近代转换 

晚清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政治思想史仍是关注的重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锐《莅民理政之要——〈五

朝法律索隐〉的政治思想史解读》利用《五朝法律索隐》一文，从法律改革的名实之辨、以保障平民为旨归、

抑制资本的力量三个方面解读了章太炎的法律改革思想，体现其政治思想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萍《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利用南温莎档案的相关资料，结合《康有为全集》、

《康有为未刊函电稿》等，探讨了康有为“定粤除孙”的政治思想主张及对民国政坛的影响，并对此前学界有

关康有为、吴佩孚关系的研究作出了辨析。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刘悦斌《从“华夷秩序”到“战国秩序”——

晚清国人对中外关系认识的变化及应对》从社会观念的角度，探讨晚清国人世界观的变化。认为在西方列强的

侵略下，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国人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开始从“华夷秩序”向“战国秩序”转变，逐渐认清

国际关系的格局，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传统学术在晚清的流变亦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理学、史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罗检秋《论孙诒让的经世之学》通过对清末汉学家孙诒让的生平著述的深入分析，从家学渊源、学

术流变、学术践履等角度探讨了孙怡让的经世之学，折射了晚清经世思潮的发展。清华大学历史系阎昱昊《论

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以祁寯藻为例，讨论晚清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作

者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切入点，发现祁寯藻通过采用《学案小识》，注入理学思想，以期达到解决时

弊的作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利用台北故

宫博物院的档案，对清国史馆《翁同龢列传》及《清史稿·翁同龢列传》的纂修过程进行了梳理，进而讨论了

不同版本记载的意义。 

 

五、晚清的中国与世界 

近代的中西交往充满冲突与战争，晚清的海陆疆危机、中西条约关系、晚清民教关系，都是近代中外关系

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试图结合中西材料，从多种视角解读世界体系下晚清中国的方方面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贾国静《“中国之忧患”：晚清西人对黄河的认知与殖民诉求》讨论了晚清西人对黄河灾害的关注与认知、

英国的勘察及发展航运的梦想、荷兰的勘察及介入治河工程的努力、清廷对西人治河主张的回应，体现了中西

在治河领域的交流和碰撞，侧面揭示了西人的殖民诉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德明《冲突与缓和：

从英国浸礼会看晚清民教关系演变》以英国浸礼会为研究对象，关注该会在中国的传教历程、冲突及民教关系

的演变，进而探究基督教在晚清社会的传播历程。浙江大学历史系尤淑君《琉球分岛改约案的失败》还原了日

本如何一步步吞并琉球的历史过程，及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外交交涉与美国的介入，并重点分析了琉球分岛改

约案的失败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赵蒙《西班牙侵台风闻与清廷之应对（1876-1877）》从西班牙

侵台风闻的兴起与时局变化出发，分析清廷对侵台风闻的应对及引起清廷重视的原因，反映了光绪初年清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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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台防认识及建设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雯《晚清东北亚格局中的海参崴》利用中、日、俄等多

方材料，探究海参崴在晚清时期如何由海边渔村成为东北亚国际贸易港口，而最终又因为俄国决策失误走向衰

落的具体过程及原因。 

晚清国人从认识世界，到主动参与世界事务，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邱

志红《寻新地——晚清国人对新西兰的认识》通过梳理晚清来华传教士、中国有识之士及亲身游历者所编有关

新西兰的地理学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展现晚清国人在“开眼看世界”浪潮中构建新西兰形象的过程，并由此

反映了晚清地理学知识建设的努力和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洋《从无庸置议到特派专员：晚清中国

与万国监狱会议》讨论了随着清政府现代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外交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拒绝参加万国

监狱会议到主动特派专员参加的过程，侧面体现了清政府内政的变革和中外交流的不断加深。 

 

六、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政治 

戊戌变法虽短短百日就戛然而止，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改革，更引领了

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诸多领域的变迁。百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十分深入，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

性的成果。戊戌变法 120 周年之际，学者们站在新的高度上，从更多元的视角来考察反思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利用最新出

版的光绪朝军机大臣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梳理了戊戌政变、慈禧训政之后的朝局变化等内容，为戊戌变法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戊戌政变后日本〈太阳〉杂志对康、梁的报道和评论》

讨论了日本《太阳》杂志对戊戌变法的观察讨论及对康、梁的报道、评论与宣传，为戊戌变法研究提供了不一

样的视角，丰富了对政变后康、梁在日活动的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轶群《戊戌政变后日本的

在华情报活动初探——以驻华公使的机密报告为中心》通过梳理戊戌庚子期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熊、西德二

郎提交外务大臣的一系列机密报告，结合清军机处相关档案，厘清了日本在华情报活动，并探究其对日方行动

及中日关系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邵雍《康有为、梁启超直斥科举考试的弊端》利用康有为、

梁启超相关论述，梳理了二者反对科举考试的相关观点，并进行比较研究。 

 

七、清末民初的变局与应对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大变局之背景下，个人、团体、机构，甚至于城市都在

这一变革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惠州学院历史系关威《袁世凯与清末政局论析》利用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对

清末民初袁世凯的政坛经历及其心理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社会环境造成了一个复杂的袁世凯，其有一定的政治

军事才能，但政治见识上的不足和思想品德上的缺点，使其没有顺应历史趋势的发展。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廖大

伟《一座城市与一场革命：辛亥中的上海》从城市史角度探讨上海与辛亥革命。上海利用自身的开放优势，酝

酿、宣传和组织革命，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阵地，这一过程中，上海亦从全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

韩国龙仁大学金泽璟《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人员膨胀与其含义》利用社会调查、统计公报等资料，对北洋

政府时期北京市警察人员持续增长及组织运作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由于民国北京没有建立市政机构，由警察

厅负责市政管理事务，其组织和权限不断膨胀，从而在北洋政府后期京师警察厅因财政危机陷入困顿。韩国忠

北大学历史系李平秀《清末民初谭人凤和社团改进会》利用《谭人凤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及日本

外务省档案《湖南政党结社调查书》等资料，复原了该会上海本部的立案过程，以及湖南支部的发起、设立、

解散与变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柳岳武、张丽娟《清末民初鼎革大变局下动荡边地的个体应对——库伦电

报局委员顾保恒在库活动探微》以清末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为个案，探究清末民初边疆危机动荡时期，个体

人物在维系边疆秩序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不足。 

 

八、晚清史研究反思 

在晚清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之时，亦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对过往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中

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江山如此多娇——从“新中国”话语到“新”中国史》梳理了自西方后殖民、

后现代等“后学”进入中国史学界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各种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应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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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对近代中国传统叙事的解构性影响，进而从中国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反思了各家之言对“新中国”形象的塑

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晚清历史影像的利用与考证——以〈复兴之路〉若干照片考辨为例》

通过对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若干照片谬误的考辨，提醒今人影像史料的重要性，并提倡推动对历史影像的

系统搜集整理与研究，建立权威标准的历史图录。 

此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恰逢戊戌变法 120 周年，意义非凡。与会学者们精心准备，分享了一大批

优秀的研究成果，所涉内容领域宽广，既有对传统领域的深翻，又发掘了许多新的问题，既有对晚清史具体问

题的多学科深层次探讨，也不忘回顾相关学术史，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精益求精。总之，本次会议为学界

贡献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各细分领域深入地诠释了“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这一主题，促进了学术交流，

必将推进晚清史往纵深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贾梅供稿，2018-12-30） 

 

“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知识服务”研讨会暨《清史研究专题库》发布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传统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信息获取与组织形式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史学生态正处于持续、深刻的变革之中。为推进研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知识服务的新生态，由中国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知识服务研

讨会——暨《清史研究专题库》发布会”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文化部清史纂修

与研究中心、首都博物馆、中国知网、颐和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

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清史研究专题库》是同方知网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建的研究成果数据库，全面整合知网期刊、

博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外文期刊、图书等清史方面的文献资源，汇集清史领域学术资源与信

息共六十余万条（种），集学习、研究为一体，为清史研究人员及相关机构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

文化、人物提供专业化的知识服务。这是首个中国断代史研究成果数据库，是知识服务提供商与学术机构共建

的学术成果服务平台，也是探索知识服务领域协同创新的一次尝试。 

会议前半段由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主持，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致欢迎辞。他回顾了中国知网与清史研

究所自 2016 年 7 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后的合作进展，着重指出该合作进展顺利，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接

下来双方还将共建清史专家库与知识服务平台，既是产学研进行协同创新的尝试，也是利用互联网思维试图架

起学院派史学与公众之间桥梁的一次尝试，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学院将全力支持这项工作的开展，

乐见其早日开花结果。同方知网旅游文博分公司总经理李春蓉代表同方知网致辞，她系统回顾了两年来与清史

研究所的友好合作关系，介绍了《清史研究专题库》的研制情况，并表达了未来继续与清史研究所围绕整合清

史资料、共建研学平台、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的愿望。 

清史研究所朱浒所长全面回顾了 2016 年 7 月与中国知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的合作进展，从写作年度动

态的经验出发，以论著数据反映出当下清史研究的繁荣状况及将研究成果汇集于一个数据库中之于清史学界的

重要意义。同方知网方芳细致介绍了《清史研究专题库》的产品概况、功能介绍、案例分析、应用价值。清史

所胡恒副所长介绍了“数字清史实验室”在建数据库、学术目标、数据公开、“数字人文”讲座、国际合作、

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会议后半段由胡恒副所长主持，与会专家围绕《清史研究专题库》及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知识服

务展开自由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建设《清史研究专题库》是顺应时代的善举，也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尤

其对清史研究这样一个有着巨量文献与档案资料留存的断代史而言，更是如此，必将受到研究者的普遍欢迎。

该数据库强调清史，专业性强、很有特色，又与《明史研究专题库》相连，将明清连为一体，值得称道；将清

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数据库的架构，可以避免清史领域前半段划归古代史、后半段划归近现代史的弊端；作

为一个共通的研究性平台，为推动团队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同时，这一数据库是同方知网与人大清史所强强

联合的产物，必将为学界探索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建提供有益借鉴。未来在《清史研究专题库》的基

础上尝试推进的清史专题库与知识服务平台建设，兼具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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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国荣副馆长认为，清史研究有巨量的文献和档案的遗存，大量研究成果、资料整合

成果也急需在数据库建设上迈开新的一步。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出了单枪匹马的闭门研究，进入到进行

多方合作的新时代。此外，他还对数据库的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强调要多家共建，合作共赢，数据库

建设既有学者的个人研究成果，又有机构、单位的研究成果，要注意个人与单位的协调。第二，资料构建有待

完善，资料是学者研究的基础，如何将各单位所收集的资料整合起来是应该注意的问题。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

究中心顾春副主任认为《清史研究专题库》建设意义重大，同时在资料建设上要注意地方志、文集、日记等史

料的重要性，发挥数据库存史、咨政、育人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研究员着重强调了如

何把清前期史、晚清史之间衔接起来，打通清史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强调了模糊检索和专题设计

的重要性。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认为，清史研究要推动团队合作研究，既要依靠清史所的学者与专家，同

时也要依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博等单位的支撑，而团队研究的平台就在于数据库的建设。 

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洪涛经理指出，数据库需要有更多的专题，而专题形式应是多样的，

不仅仅要按照经济、政治、人物等专题分类，同时也要根据学者的研究方向，定制个性化专题。此外，在数据

应用上，要加强数据库的服务功能，更好地把数据进行结构化。同时也要注意到如何将数据库做成一个平台，

加强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伟兵教授强调了在数据建设中把握“科学性”的重

要性。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谢冬荣副馆长则强调数据库的社会服务功能。颐和园秦雷副园长指出，要考虑将

文博单位的建筑、书画等非文字史料纳入到数据库建设之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梁晨副教授则强调要注意进行

数据库的长期维护以及扩大数据的收集范围。首都博物馆孙芮英、李文琪，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祝小静等对数

据建设中如何弥补文献资料不足与碎片化、数据挖掘、可视化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建议。 

会议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同方知网宣布启动清史专家库与知识服务平台建设。胡恒介绍了这

一平台的建设理念、运行模式：根据相关社会调查数据，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公众对从权威渠道获得严

谨历史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分答、喜马拉雅等近年兴起的新知识经济服务平台与运行模式值得关注和借鉴。

另一方面，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史学同样面临如何向公众传播知识、满足社会需求的难题。史学家

可以通过专业权威数据库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架起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同时进行行业细分，真正让一

流的专家加入史学传播渠道中来。《清史研究专题库》恰好具备了以之为基础，拓展为新知识经济模式的条件。

同方知网王雯针对已设计出的平台样式、功能进行了初步演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历史学研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既需要学者在研究中充分收集、整理、利用大数据，

又要积极参与高质量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清史研究专题库》及大数据时

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知识服务的讨论十分热烈，在充分肯定数据库建设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建议，对推动历史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史学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胡存璐供稿，2018-07-2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海洋灾害与海洋强国建设”

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海洋灾害与海洋强国

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海洋大学海洋

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与公共安全专业委员会、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南、

湖南、广东、福建、海南、云南、陕西、新疆等地数十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八十余名灾害史研

究领域专家学者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应邀与会，提交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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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上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所长蔡勤禹教授主持了会议开幕式。他指出，当代中国

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海洋，并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目

标。广阔的海域给沿海居民带来渔盐之利、

通楫之便的同时，各类海洋灾害也给人们

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探

究和揭示历史时期海洋灾害的成因、特点、

规律及影响，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对于海洋

灾害的认知及其应对的理论与实践，为当

前国家的海洋建设献计献策，是当代学者

理应担当的重要使命。随后，中国灾害防

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兴业教授、中国灾

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夏明方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等

分别致辞，指出了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今后

的工作思路，以及各专业委员会未来的发

展重点和要求，并对本次会议的目标给与了热切希望。最后，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

国政法大学赵晓华教授作年度总结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两场主题报告、六场分组讨论、圆桌会议及青年学者论坛，议题涵盖了中国海洋灾

害和灾害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第一场主题报告中，7 位报告人分别从不同学科探讨了海洋灾害的成因和应对之策。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

与遥感科学学院方修琦教授认为，中国面临的海洋灾害种类繁多、危害严重，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潮灾害尤

其严重。他结合不同灾害的形成条件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特征，分析了各类海洋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中国海洋

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殷克东教授以“灾害—灾情系统辨识—灾害链式效应—致灾机理仿真”链条式研究为轴线，

分析了中国 11 个沿海省份风暴潮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形成机制、演变规律及其背后的动力学原理，并针对性

地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梁生康教授对黄海浒苔进行了多年跟踪研究，发现富营

养化是驱动黄海近海绿潮暴发的物质基础。他认为，要减少近海富营养污染，防止绿潮生态灾害发生，需要基

于陆海统筹原则，按照近海环境质量要求，实施陆源污染物精准化减排、优化组合源头治理、公共污水处理系

统建设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等措施。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委

员徐海亮研究员根据广东省海洋历史灾害逐年记录和水利部气象水文数据库资料，分析了 1949 年以来登陆广东

省台风的移动路径。他认为，1949 年以来，热带气旋登陆地点主要在珠江口和珠江口以西，基本按登陆时的运

动轨迹和方向向前移动。他还指出，根据有关监测与分析，受到陆地水文径流、枯水季海洋潮汐、沿海风向风

力变化等影响，珠江河口地区在不同水文年出现咸潮入侵、咸水灾害加剧的现象。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历史系王日根教授讨论了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海洋灾害及官方与民间的应对措施。他指出，围湖造田的人们虽

然通过各种水利设施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但仍然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行为。明清时期的排洪泄洪与海水倒

灌加剧了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海岸线逐渐东移加速了沿海地区许多港口的内陆化进程，也促进了海洋文化与

内地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蔡勤禹教授以 1956 年浙江象山“八一”台风灾害为例，

讨论了合作化时期的台风应对。他指出，合作化时期台风灾害应对的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政府各级部门

和党团组织通过会议、指示、通知等方式动员公务人员和党员、团员；群众性救灾动员则是以合作社方式为主。

救灾过程中，物质救济、生产救灾和精神救济构成了当时主要的救灾形式。“以人为本，科学防台”和“防、

避、抢相结合，以防为主”，是吸取此次台风灾害教训后得出的启示，应成为今后应对海洋灾害的方向。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原副秘书长、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指出，古代风暴潮灾害分为两种：沿海型和河

口型。他认为，通过图像可以更直观地将风暴潮灾害入侵大陆的情况清晰地展现出来，更便于人们认识风暴潮

灾的特点和破坏性，并通过对沿海各省风暴潮历史记载的统计分析，展示了不同地区风暴潮灾害的分布特点。 

- 9 - 



      
 

 

第二场主题报告 7 位学者探讨了灾害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朱浒教授对中国灾害

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实践取向及其得失和未来走向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自然科学主导下的自然演变取向

和以历史学界为主力的社会变迁取向构成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框架。以此为指引而产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推动了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灾害史研究也存在研究

内容粗放、视野狭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取向相互借鉴和融合不够密切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缺陷，适

应新时代的学术发展要求，需要紧跟大数据时代的新潮流，建设综合性中国自然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并以此

为基础大力发展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而且，要进一步克服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更加注重问题

意识的提炼及新史学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充分发挥中国灾害历史记录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卜风贤教授借鉴辉格式历史的分析

思路，在辨析灾害史研究中“人文化”与“非人文化”倾向论争的基础上，对灾害史的学科归属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他认为，从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进展来看，灾害史的学科归属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科定位还

不明确。他在重新检视灾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问题的基础上，从灾害史研

究所体现的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灾害与社会相关联、历史与现实相对应的学科特点出发，论证了灾害史研究与

科学技术史学科的逻辑关系，认为应将灾害史研究归并于科技史三分法体系下的应用科技史序列。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余新忠教授以道光三年江南大水灾后灾区士人创作集结的诗文集《绘水集》为分析对象，讨论了这些诗

歌酬唱背后的逻辑和社会文化意涵，揭示了灾荒记忆所反映出的不同社会身份人们的灾荒认知及其所展现的文

化生态和社会伦常。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陈业新教授以万历四十五年凤阳府霍丘县旱灾为例，讨论了明朝后期

的自然灾害与地方应对。他搜集了翔实的资料，结合学术界关于历史时期旱涝灾害等级的划分依据，判定此次

霍丘县旱灾属于“大旱”之灾。通过对此次旱灾中各基层社区的饥民口数、赈济钱粮、办赈人员和赈厂分布的

量化分析，揭示了晚明时期基层社会灾荒赈济的基本特点。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认为，乡村水利对于地

理环境、社会经济乃至区域政治的影响不可小觑。他对明清杭嘉湖地区南笤溪水利问题的讨论表明，由溪、湖、

塘、闸构成的南笤溪流域水利系统在低山丘陵地区的社会生活中意义重大，其间牵扯了地方与国家、公与私、

官与民、区域与整体等各种关系和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与互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以 20

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陕西旱灾为例，通过对具象化、直观性的灾荒景观的归类和分析，充分展现了

灾荒发生时的残酷状况，深刻揭示了其时灾区人民的痛苦感受。他认为，这种“深描”方式在灾荒史研究中的

运用，不仅能够展示出灾荒发生的种种细节和片段，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灾荒影响的认知和理解，为提升民族

历史智识水平做出一些贡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平教授利用自己收藏的民间文献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民

国时期山西婚俗及其间的女性角色和灾荒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民国时期的山西婚俗传统色彩依然浓厚，

依稀可见一些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迹象。山西民间社会已经开始普遍采用官制婚书，部分地区开始举办新式婚

礼，但仍然不能忽视童婚、妇女买卖等婚俗陋习对婚姻近代化的影响。这些现象得以持续，很大程度上缘于经

济水平低下和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娶亲难问题。灾荒时期，妇女买卖作为应灾的一种手段，更是加剧了童婚、

买卖婚姻、妇女再嫁等非正常婚姻的发生，不仅造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山西地区的婚

姻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历史进程。 

分组讨论的内容丰富，学者围绕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海洋灾害”进行了更为深入地研讨，不仅讨论了不

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灾荒状况及其应对方式，亦揭示了灾荒与国家政治、财政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历史层面

的关系。圆桌会议集中讨论了新时代中国海洋灾害的应对与防御及目前灾害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届年会专设青年论坛，为灾害史青年学者提供学术研讨的平台。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的 23 名研究生相继

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新生代灾害史学者的风采。李嘎、向长水、韩祥、贾国静等四位老师分别

对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报告内容进行了细致点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为了鼓励青年学者再接再厉，经

灾害史领域各位专家学者的评选，共评出优秀论文 10 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马幸子、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生李伊波获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杨双利等

3 人获优秀论文二等奖，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白豆等 5 人获优秀论文三等奖。 

闭幕式上，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在总结发言中

指出，本届灾害史年会在青岛这个海滨城市和中国海洋大学举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会议以“海洋灾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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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建设”为主题，从原来的地域灾害研究转向以灾种为主题的讨论，是一次重要突破。学者们的研究成

果涉及多个学科，研究领域从古到今、多元交汇，反映了中国灾害史研究正向着更高更深层次的发展。他希望

能够从本届年会的主题出发，将陆地的历史与海洋的历史连接起来，将灾害史研究与海洋史研究充分结合，形

成“山海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推动生态史、全球史等新兴史学的深入开展。 

本届年会还向与会学者赠送了由夏明方教授与郝平教授主编的学术辑刊《灾害与历史》（第一辑）。该刊

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共同创办，不仅刊登研究

灾害历史及探讨相关理论的学术成果，亦登载索引、综述、书讯、书评、访谈、记录等内容，为灾害史研究前

沿成果的发表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的传递提供了专门的信息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杨双利供稿，2018-12-29） 

 

简  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代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3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清代历史文化

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党委书记余新华主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翔、历史所所长卜宪群分别致

辞。大会发言由卜宪群主持，六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分别为：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华文化基

本品格的思考》、张玉兴（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倾覆南明的启示——清朝历史文化认同的初始成就》、马大

正（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中国边疆治理的当代价值》、李治亭（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清

代“中国”辨析》、杜家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清代蒙古与清中央的关系及清朝的国体问题》、常建华（南

开大学历史学院）《〈康熙出巡与国家认同〉前言》。 

与会学者共分为两个小组，各自展开了三场讨论，共报告论文 37 篇，摘录如下： 

安介生（复旦大学）《清代西部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以川西松潘地区为例》 

蔡智力（湖北大学）《传统中国的“文/学”之辨——以〈四库全书总目〉“书籍辨体”论述为基础》 

苍铭（中央民族大学）《〈皇清职贡图〉的“大一统”与“中外一家”思想》 

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清前期政治中的君臣互动——以满洲八“著姓”大臣为例》 

陈季君（遵义师范学院）《论清代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陈连营、王敬雅（故宫博物院）《“文人父子”——乾隆皇帝与永瑢的书画交流》 

成积春、冯振亮（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所见清代孔府与国家关系之再释》 

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如何运用跨文化互动分析》 

樊如森（复旦大学）《从茶叶贸易看清代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 

方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清末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与民族关系的调适》 

郭文忠（新疆大学）《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哈萨克贡马图〉为中心》 

胡忆红（湖南科技大学）《清代舜帝陵祭祀与历史文化的认同》 

贾琳（北京师范大学）《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 

孔定芳（中南民族大学）《清廷正统性建构与满汉文化整合》 

雷平（湖北大学）《从“洋务”到“外务”：晚清续经世文编对涉外事务的知识归类》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书写——以清季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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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沈阳故宫博物院）《从清初官廷器物、服饰看清朝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 

李立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弃学从举：清代宗学制度的建构与流变——以满汉关系为视角》 

李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清高宗与南书房》 

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看清代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教育制度》 

林乾（中国政法大学）《论雍正时期对西藏的行政管理》 

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孔定芳（中南民族大学）《通经明道：清代学术的思想进路与乾嘉学者的价值

追求》 

刘珊珊（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新清史”对汉化的又一说——柯娇燕〈孤军〉读后》 

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军机处、藩部驻防与18世纪清朝的国家构建》 

柳岳武（河南大学）《“夷教”不宗：清代朝鲜人对清国喇嘛教的排斥——基于燕行使为中心的考察》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试论清代边疆治理的“修”“齐” 思想——兼论“因俗而治”与“修教齐政”

两个治理阶段》 

陶继波（内蒙古大学）《清末河套地区土地开垦中的放垦与抗垦》 

吴四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与制度：清代仓廒与国家治理研究》 

杨翠红（吉林大学）《俄国人对“满洲”的认知》 

余梓东、杨龙贺（中央民族大学）《清朝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路径构建论析》 

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通与变：中国史学“通史观念”再认识》 

张佐良（河南社会科学院）《遗民与贰臣：孙奇逢和张缙彦的交往》 

张朔人（海南大学）《“海判南天”、民间实践与清代南海疆域形成》 

钟焓（中央民族大学）《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 

周琼（云南大学）《文化及传统对自然景观的塑造力研究——以清代云南“八景”为例》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后东方学”幽灵》 

邹建达（云南师范大学）《雍正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在西南的实践》 

（摘自会议手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2-30） 

 

曲阜师范大学第四届地方档案与文献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第四届地方档案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召开。会议由《清史研究》编

辑部、孔子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

12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16 日上午为大会主题报告。北京大学赵世瑜、中国政法大学林乾、四川大学陈廷湘、中国人民大学曹新宇，

曲阜师范大学成积春、曲阜师范大学吴佩林六位教授分别做了《何为档案与档案何为》《清代档案的解读与误

读：冕宁档案与刑部档案的比对》《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提要的编著意义、规则与问题》《民间文书与明清史研

究：“新发现”的明清禁书》《孔府档案的保护、整理和利用》《统摄·保举·掣肘：明清山东曲阜世职知县

之选授考》的研究报告。六位专家以自身研究为切入点，交流了当前地方档案研究中的现状与方法论问题。如

赵士瑜指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档案进行狭义界定，以是否为官府制造的原始底本为标准。另一方面，我们

面对的是广义的“档案”，需要了解其所经历的材料原生态的历史和档案语境的历史，不断去发掘和利用档案

的研究价值。林乾提出，档案整理应具有大数据思维，提升档案的利用效率。同时，在档案使用中应持慎重态

度，与同时代其他种类的历史文献进行相互参照。 

下午，研讨会分五个分会组，与会代表围绕孔府档案、巴县档案、南部档案、龙泉司法档案、徽州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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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仓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等地方档案与民间文献的发现、整理、解读、利用和研究，进行了热烈讨

论。清史相关的参会论文如下： 

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清代缙绅录的“时”与“效”》 

孔勇（山东大学）《“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谭景玉（山东大学）《清代衍圣公府对地方司法的干预述论》 

胡梦飞（聊城大学）《官方表述与祖先认同：以明清时期金乡贞姑庙为中心的考察》 

梁继红（中国人民大学）《清代地方衙门文书立卷研究——以淡新档案为中心》 

万海荞（南开大学）《晚清四川的州县经费研究——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 

仲雨婷（西华师范大学）《清代四川祭先农坛仪式研究》 

康健（安徽师范大学）《乾隆五十三年徽州水灾与社会应对——以官方档案为中新的考察》 

姜修宪（曲阜师范大学）《雍正用人重“诚”论——以满文朱批为中心》 

石颖（香港中文大学）《太平天国过境时期的川南地方社会——以叙永档案为中心》 

梁勇（西南政法大学）《渝城水会公所与清代重庆的火灾防控》 

曹雯（中国人民大学）《晚清时期东北亚格局中的海参崴》 

白拉都格其（内蒙古大学）《档案的源、流及相关史实辨析——以清末民初东蒙史事为例》 

张晓蓓（重庆大学）《清代凉山司法档案写本的法史价值》 

张田田（沈阳师范大学）《〈清代名吏判牍〉辦伪——从〈张船山判牍〉切入》 

李朝凯（中山大学）《村庄社会视角下的诉讼费用：以清前期台湾〈岸里大社文书〉为例》 

小野達哉（日本同志社大学）《从巴县档案来看诉愿与官府的应对——对同治时期两个事件的考察》 

杨扬（中国政法大学）《官法与民习：明清社会视野下的图赖现象》 

张世慧（山东师范大学）《政务思维下的债案审断：19 世纪中后期地方官府与倒账案》 

李守良（兰州大学）《因俗而治下的司法判决执照论析——以清未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为视角》 

齐超儒（上海师范大学）《权力、秩序与民众——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研究》 

苟德仪（西华师范大学）《晚清农务改良视野下的保董——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郭旭（贵州商学院）《从〈德庄文书〉所载两件命案看清末赤水河流域的乡村社会》 

吕锐（陕西师范大学）《晚清吐鲁番牛痘局的设立与运转——基于〈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的分析》 

惠科（四川外国语大学）《晚清地方政府与疾病、环境卫生问题的应对——以档案所见川东重庆为例》 

胡祥雨（中国人民大学）《宽恕的力量——清初逃人案的赦免》 

白莎莎（西华师范大学）《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张志军（复旦大学）《清代〈巴县档案〉中的嫁卖》 

吴冬（华中师范大学）《清代地方司法中的保释与官民互动——以〈南部档案〉为例》 

凌鹏（北京大学）《咸丰朝巴县木洞镇附近的诉讼与社会——兼论地方治理的复杂层次》 

刘宜（西华师范大学）《清代州县档案中的命案报验——以四川地方档案为中心》 

林勃（安徽大学）《清代典史职能研究——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张加培（西华师范大学）《清代州县“背夫逃走”案件与审理——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郭士礼（成都理工大学）《清中期下层社会的夫妻冲突与女性自杀——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阚绪强（香港中文大学）《契税包揽：晚清四川州县财政的一个侧面——以〈巴县档案〉的考察为中心》 

郭睿君（安徽大学）《求名还是图利？——明清徽州中人报酬与作中动因》 

吕兴邦（西华师范大学）《“化私为官”：清末硝磺新政与县域效应——以四川省南部县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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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勤、王泽堃（上海交通大学）《清代石仓的雇工体系、工资水平与给付方式》 

高劲松（江西省博物馆）《清末赣南地区“收除同票”研究》 

朱思鱼（西华师范大学）《清代〈南部档案〉中的土地丈量单位考释》 

谢继忠（河西学院）《清代河西走廊“合伙经营”及其特点——以新发现的永昌契约文书为中心》 

赵士第（东北师范大学）《清代滦州地价变动因素及“滦钱”性质探讨——以新见滦州孟氏契约文书为中心》 

刘广瑞（邯郸学院）《晚清福建屏南县丁会收支账簿研究》 

（摘自会议议程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相关报道 http://www.cssn.cn/lsx/zwbl/201811/t20181121_4778947.shtml，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2018-12-1） 

 

天津外国语大学第十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第十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天津教

育考试研究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

学院和国际交流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考试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

汉大学、厦门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 40 多家单位的 80 余名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提交

论文 60 余篇，与会学者围绕科举制度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科举学的现实意义、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等主题进

行了广泛深入地研讨。 

有关清代科举的论文题目摘录如下：李世

愉（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清代在西南地区推

行的教育制度》，李瑞飘（淮北师范大学）《李

鸿章与地方科举》，蔡正道（厦门大学）《清

代广东乡试的中额研究与取中举人数统计》，

贺晓燕（中国社会科学院）《试论清代童蒙教

育中女性的作用》，沈登苗（独立学者）《清

代全国进士最小时空分布：县/科年的动态研究

——以浙江为例》，李立民（中国社会科学院）

《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滥举”问题探析》，

李林（华东师范大学）《易代沧桑——末代粤

籍进士的流动与出处论考》，张森（河北经贸

大学）《明清贡监生应考地域选择研究》，胡

平（教育部考试中心）《清代科举考试的试卷磨勘制度》，黄立志（天津外国语大学）《清季科举制及其对天

津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金原泰介（云林科技大学）《清初科举政策对考官、考生之影响试探——以对朱

学的态度为考察中心》，于双远（天津师范大学）《清代直隶地区科举进士的时空分布及其原因探析》，多洛

肯、路凤华（西北民族大学）《清代八旗科举家族述论》，刘佰合（淮北师范大学）《地方科举网络——以清

代绩溪为中心的考察》，邹长清（广西师范大学）《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分省馆选问题探讨》，刘明坤（云南师

范大学）《明清云南科举制度的实施及其意义述略》。 

科举作为“抡才大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影响最久远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当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据悉，第十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5 月于兰州

召开。 

（摘自会议手册：http://jds.cass.cn/xwkx/xsdt/201809/t20180907_4556579.shtml； 

http://ihe.xmu.edu.cn/2018/0913/c16596a351182/page.htm，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2018-10-30） 

 

 

- 14 - 



      
 

 

复旦大学“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24 至 25 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

明清鼎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等单位的 23 位学者参与

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分为七场，与会专家从全球史与区域史、域内与域外

等多视角，围绕“明清鼎革”这一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相关论文摘编如下： 

第一场“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李伯重（北京大学）《“不可能发生

的事”发生了：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朝灭亡》、孙来臣（加州州立大学）《亚欧

大陆东部的“战争世纪”（1550-1683）》、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文明与

历史：关于明清鼎革的再思考》。 

第二场“明清鼎革与边疆”：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明清鼎革中蒙古

的动向及其影响》、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明清鼎革的长城视角》、周

燕（西藏大学）《论明清鼎革对西藏的影响》。 

第三场“明清鼎革与周边”：楠木贤道（吉林师范大学）《江户时代日本

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明清两朝差异》、陈波（南京大学）《风说书的世界——异

域风闻所见之明清鼎革》、王鑫磊（复旦大学）《朝鲜人黄景源与〈南明书〉》、

牛军凯（中山大学）《 “安南副国王”与明末清初中越关系》。 

第四场“明清鼎革与关内”：姚胜（北京外国语大学）《最是仓皇辞庙日：

永历入缅与明季滇中道路》、关笑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清代北京城隍庙

系统的建立与特点》、仇泰格（故宫博物院）《本命纳音与明清皇家陵墓的立

向》。 

第五场“明清鼎革与欧洲”：孙冬子（纽约州立大学、复旦大学）《明代

潮寇、海军与早期中国西班牙关系》、李毓中（台湾清华大学）《西班牙传教士观点下的明清鼎革：以闵明我、

利胜及帕莱福报告为讨论中心》、古柏（普林斯顿大学）《运河帝国：17 世纪荷兰游记、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

和 16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作为帝国权力象征的大运河》。 

第六场“明清鼎革与信息交流”：郑诚（中国科学院）《〈保民四事书〉与明末火炮》、丁晨楠（延世大

学）《明清鼎革期朝鲜的明朝塘报搜集与应对》、辻大和（横滨国立大学）《朝鲜与清朝间地理书的交流》。 

第七场“明清鼎革的历史记忆”：陈尚胜（山东大学）《现实利害与华夷观：明清鼎革前后江南士大夫的

日本认知变化》、张天杰（杭州师范大学）《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大夫生死与出处的抉择》、段志强（复旦大

学）《纪事与存人：晚清阅读史中的明清易代》、董少新（复旦大学）《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 

（摘自复旦文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18-11-30） 

 

上海交通大学“明清以来官厅会计与民间账簿”工作坊 

2018 年 5 月 19 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举办“明清以来官厅会计与民间账簿”工作坊，来自华

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海内外高校的 20 余位青年学者参与讨论。本次工作坊

聚焦于明清以来遗留的各类账簿史料，通过对照、关联官厅会计与民间的日用、商业账簿，发现传统中国经济

秩序与商业制度的新线索，包括 7 个专题报告与一项主旨发言。 

本次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官厅会计’的结构与实践”。周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利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所藏题本、奏折，建立了清代江苏漕粮起运交仓额数与折价的连续数据序列，从漕（税收、财政）

与运（交通）两个角度，细致分析清代江苏漕粮的交仓额数和折议价格。清后期，厘金成为国家财政重要的收

入来源，清政府在处理漕粮折价市场化问题的过程中，贡赋逻辑逐渐让位于市场逻辑。 

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利用《万历会计录》《工部厂库须知》及中山大学藏中央财政册籍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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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析了嘉靖时期国家白银财政收入的主要类项及其运作方式，包括田赋折银，上供物料折银等。同时，报告

又以嘉靖十六年的营建大工事件为例，探究明代白银财政在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具体运作和拓展，阐释了中央白

银财政体制建立的动态过程，对明代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建立提出了新解释。 

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从休宁富溪程氏遗留的文书中发现了宋明之际的赋役文书，从而讨论了一个

政区飞地的赋役运作。从南宋末年的立户制帖，到明代初年的鱼鳞图册，户帖的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

寄庄与诡寄现象的发生，迫使明初国家将户名与佃仆剥离。中古时代的身份特征在控制田面权分化中发挥重要

作用，佃仆田面权的争论仍在进行。 

工作坊的第二个主题是“从民间账簿讨论传统中国的商业制度与乡村经济”。杨建庭（山西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报告了近年来山西账簿收集、整理的总体情况，特别是《晋商史料集成》的编撰和出版，对于深入了解

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和社会交往极为重要。山西商人的账簿组织尤其以典当业为代表，流水账是典当业常规账

簿的重要信息来源。商业文书反映出的是商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需要其他文书进行文本勘核，从账簿中的逐条

记录追溯信息起源。清代山西商人账簿体系的研究表明，认识商业账簿更需元素化地处理关键信息。 

章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从上海交通大学收集的歙县三十五都契约文书出发，通过族谱、地方文书、

账簿等多层次史料分析歙县北岸吴氏宗族的生产经营状况，揭示出清代“以商辅农”的乡村经济。该研究努力

探索发掘民间文书内部信息的新方法，将史料置于当地的生活背景进行考察，尽可能寻求对歙县北岸乡村经济

发展的合理解释。 

蒋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以清代石仓生猪的养殖、流通与消费模式为例，意图重新评估地方市场的性

质与作用。石仓文书的族谱、账簿与契约忠实反映工资、物价和消费的时代变迁，从事生猪事业的石仓乡民将

积极参与地方小市场作为积累白银资本、改善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传统乡村的人口增长、产业结构的被迫

调整和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限制石仓生猪事业的生产扩大。在微观农家经营的研究背景下，石仓的生猪

事业成为联系“官厅会计”与“民间账簿”的重要纽带。 

杨启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密切关注清代客家乡村地区的凭票流通情况，研究将票据反映的关键信息

进行文本解读与数据分析，最终将问题纳入乡村消费信贷的讨论范畴。作为近代期票的雏形，凭票的地区使用

与流通影响巨大。凭票还体现乡村地权结构的变化，即土地的抵押和田面权的退还。以凭票为中心的票据讨论

对于理解清代以降的乡村金融意义重大。 

在工作坊的圆桌讨论中，彭凯翔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提出了考察官厅会计与民间账簿史料体系及其

联系的总体性分析框架。“官厅会计”与“民间账簿”虽分属于两个层面的记录，但记录皆在核算过程中产生。

出于管理、审计的需要，记录的目的意在保存和披露信息。与信息需要相配套的核算、簿记体系的建立，反映

出管理理念的实质性安排和方便核算、保证勾稽的技术性安排。会计文书的“信息体系”由原始凭证、账簿体

系、报表披露三个部分组成，其文本和记录具有独特价值，可以有效揭示核算、账簿体系中的“默识”。从日

记、流水账到规范化的簿记，无不体现“书手”的知识体系。追索会计文本的史料意义，更应关注类似知识的

传承及其形成的知识群体。而从价格和数量的角度发掘会计记录的史料意义，形成统计意义的样本则对于区别

价格和数量格外关键。 

明清以来的账簿史料存量庞大，但分析与挖掘有效信息的难度极大，如何从账簿史料的研究中获得对于明

清以来经济秩序的新认识，是此次工作坊所有同道的共同关怀。更加充分细致地理解账簿史料，也勾连起一些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譬如复式账簿与现代商业制度的关系，官厅会计与官僚科层制的关系。此次工作

坊在史料、分析方法、研究视角方面的探索，或能为经济史与社会科学的同行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杨启明供稿，2019-02-28） 

 

浙江大学“江南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8 月 5 日，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江南区域环境与社

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全国各地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江南区域史研究下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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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政治、人口、经济、国家、社会等诸多角度展开讨论。  

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苏宏斌致开幕辞。与会专家学者在四场大会发言中，

总结了江南史近四十年来研究的得失，深入探讨了江南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思路、路径与方法。 

 

一、江南区域史研究的新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江南！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江南对话》回溯了中国经

济史话语中“江南”范畴的演变，提出江南区域史研究的新方向应在多元时空下，将不确定性带入江南，以“山

海生态系统”的新视野书写另一种江南叙事。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马幸子《作为灾害的战争——太平天国战后

江南社会重建与江南史研究新探》发掘了太平天国战争“灾害属性”，考察了太平天国战后江南社会的重建，

为理解事件与整体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路径。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教授《也说江南：交通史视野下的一

个解读》分析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学术、生活概念下的“江南”，经历了从传统以水为据到近现代交通

的交通史上的变革。浙江工商大学宫云维教授《中国大陆地区区域史研究的历程及其特征》尝试使用大数据的

研究手段，基于中国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对 1980 年代以来大陆地区区域史研究的趋势及特征进行分

析。 

 

二、环境视野下的江南区域史研究 

复旦大学王建革教授《水网、水利与市镇体系：从三江到江南的长三角分化过程》从沉积学、自然地理、

经济地理的角度，以水网、水利、市镇网络为核心，分析长江三角洲发展过程中的分异，为新时期长江三角洲

的发展提供参考。云南大学耿金讲师《13-16 世纪山会平原水乡景观的形成与水利塑造》讨论南宋鉴湖垦废至

三江闸构建完成，水利在山会平原水网景观形成中的推动作用。浙江大学博士生申志锋《海失故道：清至民国

海宁海塘的环境史考察》考察在环境、技术影响下海宁海塘修筑的变化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吴俊范教授《二十

世纪前半叶长江三角洲的湖泊生态与民众生计——以淡水鱼生产为中心》考察 50 年代中叶以前长江三角洲地区

湖泊等自然水体出产野生鱼的能力，及其与社会和民众的关系。绍兴文理学院张权讲师《明清绍兴城市水环境

问题及其治理》从绍兴府城为中心的山会平原切入，探究明清江南地区中小城市的水环境情形，及城市水环境

处理所面临的问题。 

 

三、水利、环境、政治视角 

浙江大学陈志坚副教授《萧山湘湖开创事迹考略》围绕湘湖开创的过程，分别考证了杨时任萧山知县的时

间及湘湖开筑时间、湘湖开筑前的面积和开筑后的灌溉面积。南京大学讲师罗晓翔、张景瑞《江南水利与城乡

关系：以清代太仓为中心》以道光二十六年太仓州镇洋县乡农认为“筑坝刘河”对农田不利而冲砸钱宅的“镇

洋事件”为案例，探讨水利工程给基层社会带来的影响。复旦大学冯贤亮教授《环境、水利与官府：明清南苕

溪流域水利与社会》以化湾陡门闸、瓦窑塘、南湖为中心，对明清时期南苕溪流域环境、水利状态及官府因应

措施进行讨论。浙江大学陈健梅副教授《内争与外压中的体国经野之道——东晋政治地理格局几个剖面展开》

讨论东晋在门阀士族的内争与北方胡族政权的外压下，徐、兖、豫、三吴等区域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动。 

 

四、经济、生计、社会视角 

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教授《开天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从人口、水利、农业、行政区划、城市建

设、手工业等方面，讨论并指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北方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同时，江南经济已出现崛起

的势头，为国家财赋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生态与生计：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

发的纷争》以婺源官桥、寨山文书为中心，探讨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指出在考察棚民开山的

案例时，应更多关注其间涉及的生计利益，不宜过分夸大此类纷争的生态学意义。浙江大学徐立望副教授《晚

清州县权力与运转——以浙江清查荒田与州县应对为视角》探讨了同治、光绪时期面对浙江清查荒田事件中严

重的土客冲突，督抚与州县采取的不同处置方法，以此维系地方基层组织的运转。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梁志平教

授《尺度转换与经济利益的表达：以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在华人中推广中的谣言和利权为中心》指出 19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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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初上海部分华人对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抵制行为，并非仅是因为对自来水缺少认知而反对自来水的推

广，实际是各相关利益团体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运作。上海大学张佩国教授《清代嘉定县善

堂公产及其经营》讨论清代苏州府嘉定县善堂公产的控产机制和善堂运营体系。 

 

五、城乡关系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董建波副教授《“空间政治”与“生存竞争”——抗战时期平湖的城乡关系》利用平湖地方

文献资料，分析沦陷时期平湖城乡政治对峙形势下，各种力量为争夺资源展开的博弈。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开

埠后上海城区对乡村的拓展》指出 1843 年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和工商业及金融中心城

区，城区范围向毗邻乡村大幅度扩展，在这一轮城乡经济社会互动的关联中，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

斗争。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孙杰、徐枫《水乡平原之外——明清方志所见浙西“山区州县”的社会面貌》讨论浙

西“山区州县”不同于太湖为中心的水乡平原，其士绅群体基于当地山区环境，形成以“僻陋”为核心的自我

描述，反映山区交通条件落后、社会治安混乱、钱粮征收困难、文化事业破败的状况。 

 

六、人口、交通视角 

浙江大学陶磊副教授《“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考古证明》利用松柏汉简木牍记载的汉武帝年间南郡诸

县、侯国的人口资料，对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的人数进行对比，试图证明“江南卑湿”的地理环境对江南

人口构成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刘昶教授《清代江南人口压力的一点思考》从江南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工生存

状况，评估人口是否过剩的标准，讨论明清江南人口压力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清末民初浙江分县

城镇人口研究》利用《中华民国农商统计表》记载的 1910 年前后商号调查数据，将之转换为城镇人口，以地方

志及其他资料结果加以校验修正，探讨 1910 年浙江城市化水平。浙江大学孙竞昊教授《区域及全国视野里变化

着的浙东运河航运之历史定位》梳理浙东运河在区域与国家财政分配格局及经济结构中的定位。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吴鑑萍副教授《唐代浙东运河对中日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作用和影响——以绍兴峰山道场为例》指出绍

兴上虞区峰山道场是唐代佛教密宗东传日本的重要场所，其与浙东运河关系密切。 

闭幕式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主编俞伯灵主持。本次“江南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为江南

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趋势，有助于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d/gd_rwdb/gd_zxjl_1710/201803/t20180325_3886693.shtml，

2018-08-16）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典籍与两浙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 39 届年会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由杭州师范大学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联合主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承办

的“历史典籍与两浙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 39 届年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的 200 余位学者与会。 

本次会议包括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包括“经学文献研究”“史学文献研究”“文献学研究”“唐宋史与

近世文献研究”“人物与典籍研究”五个讨论组。相关清史论文摘录如下： 

黄爱平《试论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杨效雷《毛奇龄〈仲氏易〉提要》，徐道彬《清儒

金榜〈礼笺〉思想考论》，董恩林《简谈清人文集“经义”文献的整理问题》，卢允雷《〈读史方舆纪要〉历

史军事地理述论》，孙骁、王丹《乾隆十六年云南巡抚图尔炳阿舞弊案考述——兼论〈大清律例〉的惩贪作用》，

刘玲《“惠学”与“致用”：乾嘉三大考史著作的主旨选择》，沈伟《清代私修类书编纂状况述论》，高远《清

修〈四库全书〉期间被禁毁豫籍学人著述考析》，曹逸梅《明清虞山地区女性著述考述》，琚小飞《〈西湖游

览志〉四库底本考辨》，李雄飞、顾千岳《顺治十二年内府刻本〈御制劝善要言〉辨证》，刘正刚《清代〈都

察院则例〉版本探析》，邱亚《叶启勋〈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的学术价值》，王域铖《〈四库提要〉“仪礼

之属”校读札记》，徐晨光《晚清民初医学译著、辞典与西式助产者之译介钩沉》，张保见《清代学人〈开庆

四明续志〉评判再议》，阚红柳《以史析运：査继佐〈罪惟录〉史论研究》，王京洲《高士奇编刻类书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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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其对康熙类书与文学之影响》，李鹏《纳兰性德与西学》，牛庆国《清代藏书家鱼元傅考略》，杨瑰瑰《清

代名医杨际泰及其〈医学述要〉之价值》，李永卉《晚清桐城派诗人徐铁华乡试朱卷考释》，陈冬冬《论章太

炎的清代今文学研究》。 

（摘编自会议手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2018-12-10） 

 

吉林师范大学“清代文献（档案、家谱）整理与研究”研讨会 

2018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由吉林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清代

文献（档案、家谱）整理与研究”研讨会在吉林省四平市召开，来自英国、日本、中国的近四十位满学、清史

学者与会讨论。本次会议论文内容概述如下： 

 

一、清代皇族与世家的研究 

清代皇族与八旗世家大族研究一直是清史、满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吉林

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院长刘小萌教授《清朝皇帝的保母续考》以满文内务府奏销档为基础，考察了乳母、乳公

的满汉称谓、乳母人选、乳母优礼等问题，认为清朝统治者于入关初积极接受儒家文化、奖掖孝道，封赠乳母，

但又保留其满洲特色。乾隆朝以后，优礼乳母从国家层面缩小到宫廷内部，是清朝维护等级秩序的结果。台湾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哲嘉副研究员《光绪六、七年慈禧太后的医案》透过《用药底簿》等多元史料，分别从

医生、病人、旁观者的角度论述了光绪六、七年慈禧太后生病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徐立艳副研究员《内务府世家高佳氏抬旗考》重点梳理了内务府世家高佳氏一族抬旗的原因与范围及抬旗对高

佳氏一族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永莉娜《明珠之孙永福生平考》挖掘了永福的身世，考察

了永福与允禟、雍正皇帝、年羹尧的关系，并分析了永福之死对其家族的影响。 

 

二、档案与满文文献的研究 

清朝留下大量档案与多语种文献，对各种文献的介绍与利用是本次会议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台湾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陈熙远副研究员《太和殿筵宴座次图考》对“太和殿筵宴座次图”进行考证，揭示了其“一档二

图”的性质，由此解读了政治伦理位阶、制度性规范在人为实践中的调整与转化等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楠木贤道教授《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满文〈阿尔处哈志书〉与编纂〈大清一统志〉初纂本》考察了《阿

尔处哈志书》的成书时间、史料来源与价值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守朋教授《康熙朝皇太子文书制

度建立的文化意蕴》利用满文档案，指出康熙朝太子文书制度的创建借鉴了《明会典》，由此分析了“清承明

制”及其特殊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劳曼 (Lars Laamann) 副教授《晚清满文教育以及满族认同：再谈〈清

话百条〉》，分析了《清话百条》的成书背景、内容及影响，认为《清话百条》反映出金朝女真贵族的经验、

清朝的社会特性以及旗人的生活经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小雪讲师《顺康初年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

所属粮庄群体的组织与管理》对清初期盛京地区的粮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以康熙朝《黑图档》等满文档案为

基础，对康熙三十年 (1691) 之前盛京粮庄群体的来源、分布、构成及管理情况进行了研究。 

 

三、边疆与开发 

清代边疆史地是清史研究中的热点，本次会议提交论文主要聚焦于清代蒙古与东北边疆问题。台湾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太谷曹家的商贸网络》一文，对太谷曹家在东北的商贸活动进行了考证，展现出

其巨大的商业网络与强大的经营实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富翔副教授《清前期热河地区的汉人移民

及其移民政策》讨论了顺治至乾隆时期热河地区的移民过程，认为从清初封禁到雍正时期的“借地养民”，到

乾隆时期的禁垦，反映出清廷对汉人进入热河开垦的被动且矛盾的态度。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王士铭博士《光

绪年间内地商民在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北境的垦殖活动》，以台北蒙藏文化中心藏《库伦办事大臣档案》为基础，

考察了光绪年间清廷开放当地垦殖的目的、商人活动及移民之间的土地争夺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聂

有财讲师《清代对乌苏里地区的巡查治理》一文，考察了清政府对乌苏里地区实施巡查治理的过程与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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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匡正某些俄国学者在该问题的看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博士生汪颖子《东北新政地方行政改革——

以奉天、珲春和哲里木盟为例》以大量的官书、档案为基础，论述了清末东北地区在日俄战争后因为各种复杂

的情势促使清朝统治者为了保住这块“龙兴之地”，进而推行内地化的过程。 

 

四、民族与宗教 

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关系及其宗教信仰也是此次会议的研究热点。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明副教授《论

康熙十五年“新满洲”移驻宁古塔的原因》以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为基础，讨论了清廷将东北“新满洲”佐

领全部内迁到宁古塔及周边地带的决策及其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丹丹讲师《满族与非汉民族的

结合轨迹》指出，满族在入关前后通过政治与血缘的联盟、尊崇和优礼喇嘛教，推行有效的民族政策与非汉民

族，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姜小莉副教授《满族萨满教与清代国家祭祀》通过

梳理满汉文史料，分析了出征凯旋拜堂子在军礼中地位的演变，揭示了萨满教文化在融入国家典礼过程中庙堂

化、典礼化不完善的情况。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洋讲师《萨满教的疾病观念与仪式治疗》透过俄国学

者史禄国《通古斯人的心智丛》说明了萨满教仪式与医疗之间的关系，认为萨满通过自我暗示达到给予观众暗

示和幻觉，使人们重新产生信心。但萨满的个性也要受到自身民族文化与族群单位的限制，因此仪式是按照传

统的特定形式进行的。 

本次学术会议为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满学、清史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展现了满学与清史研究

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满文档案及多语种文献的利用，以及与会学者多元的学术研究风格，

反映出国际满学、清史研究的趋势与走向。 

（摘编自：许富翔《“清代文献(档案、家谱)整理与研究”研讨会会议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清华大学“第二届财税史论坛（2018）” 

2018 年 12 月 15 日，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清华大学财税史联合课题组、清华大学历史

系、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财税史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上午开幕式，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所赫治清研究员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陈争平教授分别致辞。 

主题演讲阶段，陈锋（武汉大学）《名实之辨：晚清“财政”词语的运用与实质变化》厘正了“财政”一

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并从“名实之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晚清以来“财政”机构的出现以及“财政”实质的

变化。许檀（南开大学）《清代华北的药材市场及其税收》从市场、行业与税收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华北的三

大药材市场：安徽亳州、河南禹州以及直隶祁州，并比较了三者之间商业规模与商税税收之间的关系。何平（中

国人民大学）《洪武型财政、白银货币化与明清财政的货币困境》论述了一条鞭法和赋税征银之后的“白银陷

阱”，由此延伸至明清财政中的货币困境。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晚清民初西方所得税的引介与及本土试

行》介绍了晚清民初西方所得税的引介及本土试行，分析了其结果产生背后的诸种因素。倪玉平（清华大学）

《清朝咸丰时期的关税征收》通过统计咸丰时期的关税数量，讨论了咸丰朝商税的主体关税和厘金，认为咸丰

朝已经开始了由传统的地丁钱粮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向以商税为主体的商业型财政的转变，与世界主流道路相

同，提出可以从财政权的角度重新思考晚清中央和地方权力格局。 

下午分组讨论阶段，与会学者以“明清财政与税收”“清代关税与财政”“近代财政与税收”为主题展开

讨论。现将清史相关论文摘录如下：郭永钦《明清以来经济史料数据中数位与“算位”问题研究》、段旭颍《试

从清代渔税问题看杂税特点》、任智勇《太平天国冲击下的晚清榷关》、刘文华《试论清前期户部内务府间关

税盈余分配的确定》、高福美《清代前期崇文门税关的管理与运行》、余清良《明清杭州商税税额的个案分析》、

尹雅淇《明清时期的太平关与地方财政》、余治国《清末民初地方税体系之形成与特点》、王燕《晚清印花税

的引进与窒碍》。 

（摘自会议日程及“清华经济史”微信公众号相关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整理，201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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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3 至 4 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

学召开。来自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明清史学者，围绕清代海疆政策与

制度、清代海外贸易与区域社会经济、清代航海技术与海洋观念、东南亚海域的海洋经济和人文交流等议题，

展开热烈讨论。现将相关论文摘编如下： 

李细珠《从东亚海域到东南海疆——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的演化》、于逢春《〈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

映照下的清朝之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经营景况》、刘平《从大盗首到命妇——郑一嫂的生命轨迹》、李智君《明

清中国东南沿海的风信理论与航海避风》、王宏斌《清代福建内外洋考》、冯国林《韩国学界在韩华侨史研究

的》新进展、李玉铭《帆船时代：清代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以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为中心》、孙

晓莹《乾隆年间清政府对赴日贸易的管理——以范氏办铜为中心》、张侃/水海刚《从针路文献看南麂岛在明清

航线上的指向功用及其变化》、陶仁义《盐场、镇城到县治——以庙湾为中心的明清苏北濒海社会发展考察》、

何国强《释放生存——淇澳岛民对清廷政策的适应》、苏惠苹《海洋史视野下的清代前期福建粮食供给问题》、

覃寿伟《地方记忆与近代海疆危机——基于〈啸云诗文钞〉之述论》、肖丽红《海疆社会治理困境影响闽讼处

理——以清代中后期闽吏文集的“官累求卸”文字为中心的考察》、薛理禹《清康熙时期东南沿海保甲规条研

究》、潘洪钢《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王日根《胡里山炮台的修建与晚清政治》、杨春利《英籍海关洋

员戴乐尔与晚清海关海务建设》、翟金懿《甲午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办寿史实考辨》、王华锋《冲突抑或

媾和：乾嘉时期海盗与海商关系析论》、李尹《论乾隆年间沿海豆禁政策的松弛与北洋贸易的繁荣发展》、刘

延华《近代中国的南海海疆观》、潘茹红《传统海洋图书的演变与发展——以明中叶至清中晚期为例》、徐鑫

《17 世纪初荷兰人的东亚认识》、刘璐璐《反思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制海权问题》。 

（摘自会议手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何永智供稿，2018-12-1） 

 

厦门大学“第十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 

2018 年 11 月 23 至 26 日，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举

办的“第十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大学南光楼召开。来自国内

多家单位的近 50 名学者与会。本次论坛首先在 24 日上午进行主题演

讲，包括：森正夫《明清史夏合宿的 31 年——摸索的特点和将来的

课题》、马健雄《超越学科与社会的“边界”：从中缅边疆的拉祜族

人类学田野工作到“坝子社会”研究》、谢国兴《闽台地区王爷信仰

仪式中的王府科仪》、刘志伟《在田野中读族谱——暑期还乡记》、

梁洪生《“客卒”与“请旌”背后：疏溪吴氏与西南地区的往返故事》、

钱杭《读建国初江、浙新谱三种》。之后两天举行研讨会，研讨会共

分为八个专题，各专题的主题及相关论文为： 

“契约文书”：李力《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及其

文本的再研究》、李春圆《社会视角的元代户籍与税役——基于谢氏

分户文书的初步讨论》、吴才茂《明代卫所军户原籍田产处置蠡测—

—以清水江文书“成华二年粟文海转批天地契约”考述为中心》、董

乾坤《知识、技术与身份：晚清塾师与乡村社会——以“胡廷卿账簿”

为核心的考察》、李朝凯《乡约保甲与乡村社会秩序：以十八世纪彰

化县〈岸里大社文书〉为探讨核心》、曾伟《晚清民国萍乡煤矿产业契约与产权交易》、李平亮《战局与商局：

抗战时期吉安县商会改选中的派系之争》。 

“海外文献”：程美宝《“十五仔”的旗帜：博物馆藏品作为民间文献》、水海刚《战前海外小微华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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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经营策略：新加坡“白三春”号商业文书初探》、黎俊忻《马来半岛近代广府华侨文献保存状况初探》、

郑莉《新加坡兴化道坛的文献流传》。 

“文献编纂”：刁培俊《见与未见，求真与求全——欧阳修文集整理之底本选择再议》、李宗翰《常氏家

族与 1258 年〈澉水志〉之编纂》、余清良《谁在“说话”？——明清江南乡镇志编纂者的构成解析》。 

“礼仪文献”：林振源《浙南文成畲族道教科仪文献》、巫能昌《闽西道坛灵应堂法师传神谱考》、刘永

华《何为祀典？——清代祀典文献考论》、祁刚《祖师与地主：民间道坛历史的文本构成——以浙江泰顺南部

为例》、朱忠飞《诉苦：畲族歌谣的苦难叙事与族群塑造》、廖华生《清代婺源的学管与乡村讲约》、温海波

《识字习礼：明清以来的杂字书籍与礼仪知识传播》。 

“家族文献”：曾龙生《从行第看唐代士族研究的合适规模》、罗桂林《明清时期的商人家庭与节孝文化

——以金溪县〈全氏宗谱〉为中心》、罗艳春《清代的累世同居：以江西万载县民周继德家为例》、李仁渊《十

九世纪中叶以来闽东浙南的畲族族谱与历史中的族群研究》。 

“地域社会”：谢湜《明清浙江南田岛的政治地理变迁》、郑榕《明季屯田、武官与地方社会——以福建

为例》、饶伟新《清代漕运军户的地域分布于军籍管理——以江西赣州卫漕帮为例》、张宗魁《清代云霄设厅

与地方士绅家族互动》、刘诗古《明中叶以降渔船户的生计与水域社会治理——基于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

讨论》、吴晓美《制造商镇：清代洪江的空间流转与商人自治社会的构建》、陈瑶《山水相接处，矿工与船户

——乾隆年间湘中地区的煤矿外运》、徐斌《水陆变迁中的水域产权纠纷、宗族与跨宗族联合——民国湖北樊

湖水域湖案的相关讨论》。 

“碑刻铭文”：马强《乌江流寓土司碑刻的文献学及地理学考察》、李斌《从〈湖南公山〉碑看明清以降

清水江流域的民间移民及其生存策略》、黄尚军《民间碑刻文献所见 19 世纪四川农民运动探析》、郑振满《闽

南祠庙碑铭中的国际网络》、魏德毓《清代福州水部尚书崇拜与地方社会——以碑刻为中心的研究》、黄瑜《都

柳江流域“萨玛”信仰的仪式演变——以一块立庙捐款提名碑为中心》。 

“地方档案”：梁勇《清代公局委员与官僚行政——以重庆为例》、苟德仪《清代州县承发房与司法诉讼

——基于〈南部档案〉中 33 卷诉讼案件的考察》、张勇《区隔还是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

变迁》。 

（http://kfda.qfnu.edu.cn/info/1084/1860.htm，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2018-12-20） 

 

台北故宫博物院“皇室文物的鉴赏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19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皇室文物的鉴赏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

会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就皇室文物提出研究成果并共同讨论，冀能自更全面的角度带动美术史研究发展。台北故

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为会议致开幕词，与会学者一同参观了“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与包装艺术

（南部院区）”特展。 

会议共举行了两场专题演讲，第一场由陈国栋（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担任引言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荣退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做了题为“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Objects in Motion”的报告。第二场由

余佩瑾（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担任引言人，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谢明良做了题为《高丽青

瓷的纹样和造型的省思》的报告。 

讨论分 7 场展开。第一场主题为“皇室收藏在二十世纪的公开展示及其影响”，陈国栋任主持人，讲题有：

易凯（法国赛奴奇亚洲博物馆馆长）《从法国角度来看故宫博物院的创建》，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清宫皇室收藏文物性质的变迁及其国际背景》，陆于平（大英博物馆中国书画及版画负责人）

《“中华文明”的再现：大英博物馆清宫旧藏绘画的收藏和陈列》。 

第二场主题为“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赖惠敏（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任主持人，讲题有：刘明倩（英

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亚洲部资深研究员）《乾隆皇帝如何看马戛尔尼使团贡物》，陈慧霞（台北故宫博

物院器物处副研究员）《来自西藏的木碗：清代宫廷与西藏的互动》，Duncan Bull（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艺

术与装饰艺术部研究员）“The Collecting and Connoisseurship of Italian Paintings in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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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主题为“皇室品味与收藏”，谢明良（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任主持人，讲题有：侯怡

利（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科长）《从〈活计档〉看乾隆皇帝对于九份百什件的重装》，余佩瑾（台北故宫博

物院器物处处长）《乾隆皇帝的成化官窑收藏——以“采挹流霞”箱为例》。 

第四场主题为“鉴藏活动的政治与文化意义”，马雅贞（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任主持人，讲

题有：卢慧纹（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副教授）《两宋内府的法书鉴藏变迁及阁帖重刊活动》，许雅惠（台湾

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南宋的古器收藏：皇帝、权相与士人的馆阁网络》，邱士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

助理研究员）《由董诰画作看清高宗、清仁宗绘画鉴赏品味的改变》。 

第五场主题为“收藏品味的变迁与制作”，郑永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科长）任主持人，讲题有：

吴晓筠（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科长）《传移模铸：乾隆时期的宫廷造镜》，许媛婷（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

献处副研究员）《十八世纪清宫袖珍本制作与皇帝赏赐》。 

第六场主题为“中国皇室文物收藏在境外的建立”，赖毓芝（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任主持人，讲题有：

Jan van Campen（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艺术与装饰艺术部研究员）“A Chinese Collection in 18th Century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冢本麿充（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清宫收藏与江户幕府的中国绘画收

藏》，Béatrice Quette（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员）“Western Collectors and Chinese Cloisonné Enamels. 

1860's-1920's: David David-Weill's Exceptional Taste”。 

第七场主题为“东西方收藏观的比较”，刘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任主持人，讲题有：蒋得

庄（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收与藏——东西方宫廷中收藏、视觉与展示之间的关系》，Marta Ajmar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研究部副处长）“‘Held up to the Light’: Chinese Ceramics, Material Mimesis and 

Useful Knowledge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会议主页：https://theme.npm.edu.tw/seminar/10710/ch/index.html，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2-15） 

 

台湾中研院“图像、档案与清史研究”工作坊 

2018 年 11 月 23 日，台湾中研院中西档案读书会举办的“图像、档案与清史研究”工作坊在史语所文物陈

列馆举行。该工作坊分为 3 场，共报告 9 篇论文。 

第一场由赖毓芝（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主持，报告论文有：赖惠敏（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北京

风俗图谱〉中的工艺技术解说》、毛传慧（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教授）《欧洲所藏〈耕织图〉外销壁纸研究》、

汪颖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晚清中国》。 

第二场由毛传慧主持，报告论文有：曾美芳（台北医学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从鲁布崩跌看清末华民

的外币操作与应对》、谢仁晏（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胜地或禁地：从档案看清代天坛活动》、蔡松颖（台

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从钱法问题看清代归化城的官商关系》。 

第三场由游博清（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持，报告论文有：卫姿伃（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清季蒙古地方民人与西洋教务冲突探析》、王士铭（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库伦金矿开采与商民活动》、

许富翔（吉林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副教授）《清前期热河八沟厅赋税制度的建立》。 

（工作坊主页：http://www.mh.sinica.edu.tw/UcEvent00_Detail.aspx?eventID=132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2-20） 

 

2018 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交流合宿研习营 

2018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由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会和日本大阪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主办的明清研究

交流合宿研习营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明清史夏合宿”活动是日本明清史学会每年的盛事，来自全日

本的相关学者共聚一堂，青年学者通过报告、讲论会与综合讨论的形式彼此交流，展示日本明清史研究群体的

最新成果。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会”为学界明清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为促进两地明清史学界的深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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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遂邀请日本“明清史夏合宿”移师台北，举行 2018 年度研习营。来自东京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

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中研院、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师生参了为期三天的研习营。 

第一天，由黄进兴（中研院），胡晓真（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致开幕词。接下来，由王汎森（中研院）

主持，森正夫（名古屋大学荣誉教授）发表主题演讲：《明清史夏合宿の三十一年：模索の特徴と今後の課題》。

随后研习营进行了三场报告。第一场由吕妙芬（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持，胡晓真发表《明清方志的文

学解读》，松家裕子（追手门学院大学基盘教育机构）评论。第二场由冈本弘道（县立广岛大学人间文化学部）

主持，渡辺美季发表（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日明“勘合”交渉と琉球、そして台湾》，刘序枫（中研

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评论。第三场由胡晓真（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持，衣若兰（台湾大学历史系）

发表《清代学者编写女性史之论述》，小浜正子（日本大学文理学部）评论。 

第二天共四场，第一场由巫仁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陈熙远（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表《身

系囹圄之神──明清从中央到地方的狱神信仰》，滨岛敦俊（大阪大学荣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评论。第二

场由田口宏二郎（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主持，吉川和希（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发表《18 世紀における中越

境界地帯の社会変容と在地首長:ベトナム諒山地域を中心に》，廖敏淑（政治大学历史系）评论。第三场城地

孝（同志社大学）主持，高桥亨发表《明代中期における朝儀空間の研究》，何淑宜（台北大学历史学系）评

论。第四场王鸿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李仁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表《十九世纪以来中

国书籍出版与文本流通的变化趋势》，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评论。 

第三天，先由滨岛敦俊（大阪大学荣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主持，徐泓（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南开

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做主题演讲《研究明清史的学与思》。随后进行一场报告，由上田信（立教大学文学

部）主持，石野一晴（学习院大学国际研究教育机构）发表《清朝最盛期における泰山と巡礼》，邱仲麟（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评论。最后，森正夫（名古屋大学荣誉教授）、胡晓真主持综合会谈，研习营闭幕。 

(http://mingqing.sinica.edu.tw/conference/2018/，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陶志鑫供稿，2018-11-8） 

 

台湾中研院“海洋亚洲的中心与边缘：帝国、港市、离岛”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由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海洋史研究举办的 2018 海洋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海洋亚洲的中心与边缘：帝国、港市、离岛”

召开。本会议以中心与边缘的视点，讨论海洋发展史上帝国与港市、

离岛间的错综关系，希冀能为 15 世纪以来海洋亚洲航运、贸易结

构的变貌提出综合性的看法。刘序枫（中研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

究专题中心海洋史计划召集人）主持了会议开幕式，随后分为五场

展开报告与讨论。 

第一场由张彬村主持，报告论文有：赖芸仪（中研院人社中心）

《从南海岛屿间的贸易行为看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论捕

获法〉》、郑维中（中研院台史所）《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在台湾

周边海域的水文探测活动（1637-1668）》、毛传慧（台湾清华大

学）《中日生丝贸易竞争下的技术传播与生产网络——港市、离岛

与腹地间的连结与人员流通》。张彬村、戴宝村、林满红分别担任

三场报告的与谈人。 

第二场由郑永常主持，报告论文有：李侑儒（东京大学）《近

世初期东亚诸国间硫磺与硝石的流通及管制》、卢正恒（埃默理大

学历史系、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不可能的任务：郑氏家族谍报

网与清帝国》、徐晓望（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在台湾活动的海盗》。周维强、郑永

常、陈钰祥分别担任三场报告的与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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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由徐兴庆主持，报告论文有：朱玛珑（中研院近史所）《全球蒸气运输的最后一段：太平洋航路、

轮船用煤与十九世纪东亚》、沈玉慧（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清琉萨日交流网络与东亚关系》、刘序枫（中研

院人社中心）《清代的中日贸易与中琉贸易——贸易品的市场竞争》。王宪群、李启彰、廖敏淑分别担任三场

报告的与谈人。 

第四场由汤熙勇主持，报告论文有：廖蔼欣（香港浸会大学）《名字掩盖的历史：华裔混血社会在亚洲海

域发展的比较史》、郭根维（新加坡大学）“Moving People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lonial Malay World”。汤熙勇、

陈鸿瑜分别担任两场报告的与谈人。 

第五场由朱德兰主持，报告论文有：中岛乐章（日本国立九州岛大学）《16 世纪中期的东海航线与琉球群

岛——〈日本一鉴〉与 Lopo Homen 东亚图的比较研究》、李培德（香港大学）《从华英昌账簿看香港与北美

华商的网络关系》。陈宗仁、陈计尧分别担任两场报告的与谈人。 

（会议主页：https://www.rchss.sinica.edu.tw/news/news.php?Sn=237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2-22） 

 

台湾中研院“使节·海商·僧侣：近世东亚文化意象传衍过程中的中介者”国际研

讨会 

2018 年 8 月 30 日至 31 日，由台湾中研院举办的“使节·海商·僧侣：近世东亚文化意象传衍过程中的中

介者”国际研讨会召开。文化交流史、全球史是目前世界人文领域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过去研究文化交流

史，作为中西文化沟通重要媒介的传教士，夙为学界所重视，相关的研究不胜枚举。本次研讨会以使节、海商、

僧侣等中介人物为出发点，尝试透过彼此不同视角的观看与摹写，考察文化实践活动中种种转折、误读、偏见、

改编等复杂的交互作用。同时，本次研讨会汇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学界在文学史、海洋史、思想史、科学

史、出版史、艺术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希冀对东亚文化意象形塑过程的认识有所裨益。会议分为八场进行。 

第一场由林镇国（政治大学哲学系）担任主持人，陈玉女（成功大学

文学院）担任讨论人，发表论文有：廖肇亨（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明

末清初黄檗宗僧人生命书写与异文化体验——以福济寺为中心》，刘家幸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晚明清初渡日华僧高泉性激〈释门孝

传〉初探》，阮苏兰、阮廷兴（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所属汉喃研究院研究

员）《求经、刻印与传承脉络——汉文律藏在越南（以河内乾安寺 18 世

纪的名憎性泉为例）》。 

第二场由巫佩蓉（台湾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担任主持人，蔡家丘

（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担任讨论人，发表论文有：吴孟晋（日本

京都国立博物馆）《长尾雨山与海上文人的交往》，赖毓芝（中研院近史

所）《知识的中介者：由流寓日本文人与舶商看清宫〈乌谱〉的东传》。 

第三场由王国良（台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主持人，沈玉慧（中兴

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讨论人，发表论文有：林桂如（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勇壮的武者：江户时代大坂书肆之〈水浒传〉辞书出版》，罗乐然（澳

门大学历史系）《十八世纪清人对朝鲜文坛的认知与接受——汉语译官的

角色》，张文薰（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出版文化与“支那趣味”——从佐藤春夫的“台湾物”谈起》。 

第四场由朱德兰（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担任主持人，高津孝（曰本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人文学

科）担任评论人，发表论文有：刘序枫（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锁国”体制下的另类交流——江

户时代异国漂流、笔谈记录中反映的中国像》，绀野达也（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琉球汉文学者蔡大鼎与

近世晚期中琉诗文交流——以进贡与册封为视点》。 

第五场由祝平一（中研院史语所）担任主持人，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担任讨论人，发表论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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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嘉（中研院近史所）《江户物产会与汉兰本草学的交会——以平贺源

内的活动为中心》，久保辉幸（浙江工商大学）《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朝

鲜的药物调查》，许怡龄（中国文化大学韩国语文学系）《十八世纪朝鲜

文人的燕行经验与清国物质书写——以白塔派之交游与影响为中心》。 

第六场由陈阶晋（台北故宫博物院）担任主持人和讨论人，发表论文

有：林圣智（中研院史语所）《京狩野与江户儒者》，黄立芸（台北艺术

大学美术学系）《从沈铨到南苹风：由沈铨〈老圃秋容图〉谈起》。 

第七场由赖贵三（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担任主持人，田世民（台湾

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担任讨论人，发表论文有：蓝弘岳（台湾交通大学社

会与文化研究所）《昌平黉儒者与德川后期的外交——以古贺精里、古贺

侗庵为中心》，郑雅尹（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清末留日学生与明

治汉诗坛的文学交流——以森槐南及随鸥吟社为核心》，陈威瑨（台湾大

学中国文学系）《禅僧南浦文之的儒学运用》。 

第八场由林月惠（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担任主持人，简锦松（台

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讨论人，发表论文有：衣若芬（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乾隆晚期寿庆活动与东亚文化交流——以千叟宴、八旬万寿盛典为中心》，李嘉瑜（台

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元末使节傅若金的安南书写》，金昌庆（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东

亚跨境文化交流类译官的新认知》。 

（会议主页：https://eastasia201808.blogspot.com，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1-30） 

 

台湾东华大学 2018 曹永和院士海洋史研习营“全球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 

2018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由台湾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大众史学研究中心主办，东华大学历史学系、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与西班牙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 2018 曹永和院士海洋史研习营“全球视野下的海洋史

研究”召开。 

20 余位学者参与了研习营的主持、报告与讨论，共 12 位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学术演讲，分别为：

刘序枫（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员）《从江户时代日本知识人的剪贴簿看“锁国”时期的海外讯息及其传播》，

康培德（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教授）《历史、民俗与国族：八宝公主与海洋记忆》，李毓中（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所副教授）《当唐人遇见化人：十六、十七世纪闽南人与西班牙人的语言交流》，许怡龄（文化大学韩文

系副教授）《朝鲜知识分子的台湾论述：以明郑前后为中心》，沈玉慧（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琉球视

角下的东亚交流》，廖肇亨（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琉球册封使的海洋书写与异文化体验》，朱玛珑（中研

院近史所助研究员）《太平洋航路、轮船用煤与十九世纪东亚史》，游博清（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伦

敦与近代全球海洋史：以航海探险与跨国劳工为例》，李其霖（淡江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台湾周边海域沉

船之调查与现况》，林志龙（中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十九世纪以来的航运业与全球化》，查忻（台北大学

历史系助理教授）《华人美色甘在巴达维亚的发展》，郑维中（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员）《台湾史与海洋史的

研究脉络》。研习营期间，富察（《八旗文化》总编辑）与蒋竹山（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参与了题为“从

内亚海洋时代到大航海时代：出版角度的台湾与海洋史”的座谈会。 

（活动主页：https://dhist.ndhu.edu.tw/files/13-1046-130859-1.php，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2-15） 

 

台湾成功大学“海关史料与海洋史研究工作坊” 

2018 年 1 月 20 日至 21 日，由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中研院近史所、成大历史系海港城市研究群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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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关史料与海洋史研究工作坊”在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术演讲厅举办。2017 年，日本历史学者滨下武

志在成大历史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进行海洋亚洲史的相关研究，并开设“海洋亚洲史研究”课程，介绍、教导

本硕博学生利用丰富的早期海关史料进行基础的史料研读与研究。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海港城市研究群长期对于

海洋史研究投注了大量心力，借此机会共同发表近期研究课题与方向进展报告。加上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海

关数据研读报告，以及中研院近史所几位老师的参与，共同促成了本工作坊的召开。希望通过此次工作坊，可

以让学术界注意到海关数据的新研究议题与新取向。 

工作坊由成功大学文学院陈玉女院长、历史学系翁嘉声主任、中研院近史所刘素芬教授致辞，滨下武志教

授开场主讲。讨论共分五场举行。 

第一场主题为“海关史料研读”，主持人为陈计尧（成功大

学，下文来自该校者不再单独注明），发表论文有：杨家祈《海

关官员眼中的中国音乐——以 1884 年伦敦卫生博览会为例》，黄

湘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文化：以 1884 年伦敦卫生博览会餐

馆与茶馆的设置为例》，金京财《台湾船只进出——以 1872-1881

年为期间》，吴怡君、廖咏妍《比较 1880 年及 1883 年中国渔业

的发展情况》。 

第二场主题为“海关与制度变迁”，主持人为刘素芬（中研

院近史所），发表论文有：简瑞瑶、释祖道《中国〈海关医报〉：

以广州医务人员黄宽为考察中心（ 1871-1878）》，金妍希

《1885-1894 年间医疗传教士笔下的朝鲜疾病与医疗情况——以

〈中国海关医学报告书〉为分析》，陈颢澐《从海关报告看打狗

糖业：1875-1880 海关报告为例》，廖柏皓《1881-1886 年海关资

料中的鸦片进口——以淡水为中心》，林贞仪、柯亭妤、叶天韵

《海关报告的特点、使用与局限——以打狗海关报告及台南海关

报告为例》。 

第三场主题为“东亚海洋史相关研究”，主持人为郑永常，

发表论文有：陈计尧《十九世纪南台湾港口的再定义》，吴龙云

（台湾师范大学语文学系）《马来联邦各方言华人的增长与分布》，谢宏仁（辅仁大学社会系）《鸦片的政治

经济学》。 

第四场主题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主持人为朱玛珑（中研院近史所），发表论文有：李佩蓁（高雄

市立历史博物馆研究部）《酌改新章：清末台湾海关对厘金制度的弹性策略》，涂欣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

所）《清朝政府对海关的改革——以税务处的设立为例》，李聿康（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契约华工与自由

移民：海关在华工制度中的角色》，唐宏人（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西人执掌的中国海关与西人眼中的中国

音乐》，谢家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海关与渔业博览会》，郑硕（台湾大学历史系大学部）《海关数据

的可视化处理与海关数字数据库介绍》。 

第五场主题为“轮船时代的海洋”，主持人为翁嘉声，发表论文有：朱玛珑《海关统计前的 1850 年代上海

轮船用煤市场》，刘素芬《后海关时代的晚清中韩渔盐贸易》，郑永常《〈西浮日记〉1863 年越使潘清简出使

法国海程地名释说（从岘港至埃及海程）》。 

最后举行了圆桌会议，滨下武志、郑永常与朱玛珑三位教授展开了综合讨论。 

    （采编自网站 http://www.his.ncku.edu.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74

及会议议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供稿，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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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十六至十九世纪间亚洲的航海技术与贸易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合作举办了“十六至十九世纪

间亚洲的航海技术与贸易网络”国际学术会议。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教授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吉浦

罗教授在会议上致欢迎词。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十二位来自法国和香港的学者围绕着十六至十九世纪

间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航海技术与海上贸易网络的相关问题，发表论文或担任评论，并进行了讨论。 

Guillaume Carré（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发表“Evolution of Ships and Armaments in Sino-Japanese Piracy 

according to Korean Sources”（《从朝鲜文献看中日倭寇船舶和军备的演变》）一文，从朝鲜文献出发探讨了

明朝时期中日船只和军备技术的转变。关于倭寇问题，学术界讨论主要集中于日本和中国传统文献，强调了倭

寇走私和日本白银流通之间的关系。但 Carré教授却使用鲜为人知的朝鲜实录，重新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朝鲜

在 16 世纪末，由于朝鲜的技术转移，提高了日本白银的产量。同时也在火炮等军备技术创造中，担任了技术转

移的重要角色。朝鲜看似与倭寇问题关系不大，但事实上对东亚地区的军备技术有着重大影响。 

柯兰（Paola Calanca，法国远东学院）发表“Tell Me Your Nautical Instruments, and I will Tell You Where You 

Go!”（《请给我你的航海仪，我会为你指明方向》）一文，探讨了清代

中国海员如何获知航行方向。虽然这一研究材料很少，但从少量记载仍能

看出，清代中国海员对于中国沿海航线十分熟悉。他们依据积累的经验，

通过学徒方式传递下去。路线标识包括海角、岛屿、港口、塔、寺庙等，

并根据海洋深度和洋流变化，绘制出路线图。Calanca 教授还前往澎湖海

岛实地考察，整理出 19 世纪末这一带的行船海域和海路。 

Chen Junshe（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发表“The Interconnection am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上海金融机构的网络》）一文，讨

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金融机构数量的增长及相互联系的贸易网

络的形成。从 1870 年到 1930 年，上海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频繁的

商业活动和资本流入导致了这个城市金融机构数量的显著增长。由于缺乏

进入内陆省份的机会，外国公司只能在网络和土著金融机构建立的声誉的

帮助下出售产品。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上

海的钱庄向外国银行及其山西票号借款。从外国公司，外国银行，到钱庄

和票号，建立了一个有趣的贸易网络。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加速了中

国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现代化。 

张瑞威（香港中文大学）发表“The Question of Rice Trade between Siam and China and Pre-steamship Era”

（《前蒸汽船时代暹罗与中国的米粮贸易问题》）一文。风力船时代，海上贸易一直受到不同国家统治者的制

约和限制。张瑞威教授以中暹贸易为例，探讨两地以米粮进口为借口，成功实现了十八世纪两地海上贸易的发

展。贸易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除了广州之外，厦门和宁波也开始拥有对暹罗船只的开放权；二是商人们在这

些港口交易时，享受不同程度的免税优惠。 

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发表“Changing Course in the Lower Yangzi：the Decline of Liujiagang and the Rise of 

Shanghai 1300-1800”（《长江下游的变迁：刘家港的衰落与上海的兴起，1300-1800》）一文，讨论了 14 世纪

至 19 世纪长江下游的变迁。在 19 世纪以前，与苏州相连接的浏河镇与上海并重，为最重要的出海口。这一时

期，沿海船只往来有严格规定，从福建来的船只靠岸上海，而北上的沙船则从浏河镇出发。福建的船只航行于

南部沿海和中日贸易，而沙船则前往江苏、山东甚至东北地区。由于北方使用铜钱，而南方则流通银铜混合货

币，为兑换不同货币，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在这些地区出现。浏河镇逐渐成为货币金融中心。但到了 18 世纪，

浏河镇开始衰落，沿海贸易开始以上海为中心，上海成为银铜贸易的据点。浏河镇的衰落一直是一个谜题，除

了沿海贸易机制的转变，科大卫教授认为还与港口腹地的地理变化有关。上海的崛起，不仅因为它是更优良的

港口，更重要是精心管理、能提供强大商业基础的腹地。 

Miguel Rodrigues Lourenc o（里斯本新大学）发表“Nau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Peripheral Marke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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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s in Portuguese Cartography of the 16th Century”（《航海专业化和周边市场：16 世纪葡萄牙地图绘制

中的菲律宾》）一文。1511 年，葡萄牙统治马六甲之后，由于在中国和印尼群岛的贸易利润更为丰厚，菲律宾

对于葡萄牙而言仍是二级市场。菲律宾的边缘地位体现在葡萄牙人此时期所绘制的地图中。Lourenc o 博士认为

此种情况是由于葡萄牙商人贸易的专业化，导致地理和航海知识的积累没有及时反映在地图绘制中。Lourenc o

博士通过稀见的文献材料，勾勒出 16 世纪群岛地图的演变过程。 

François Gipouloux（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发表“Maritime Trade Organisatio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s China: Dynamics and Constraints”（《明末清初中国海上贸易组织：动力与阻力》）一文。明末海上贸易

倭寇问题不断，政府为限制私人和走私贸易，禁止了海上贸易。但禁海令不但无法消灭所谓的倭寇，反而为非

法贸易带来巨大的利润。福建沿海为走私贸易提供了许多机会。Gipouloux 教授利用明末的司法案件记录，以及

福建、浙江的地方志，细致地描述了 17 世纪海上贸易的运作，揭示了收集资本和货物的复杂机制，从中还能看

到地方政府参与中央政府禁止的海上贸易。同时，Gipouloux 教授指出海上贸易背后缺乏有保障的金融机制，以

及投资者、船只拥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缺乏管理机制。 

贺喜（香港中文大学）发表“The End of Floating Life: Mechanization, Market and Moving Ashore”（《水上

生活的终结：机械化、市场化和上岸》）一文，介绍了中国的水上人世界，在江河湖海的人群的生活。这些群

体的生活形态最终在二十世纪末终结。这一变化可追溯到三个方面：机械化、市场变化和水上人上岸的过程。

机械化与船只、拖网和捕鱼的技术性变化相关。市场则与资本相关，特别是城市海鲜市场的中心化。而水上人

上岸的进程则与政府政策息息相关，包括城市规划、公共卫生、教育等规管，水上人作为没有登记的流动群体

被视为不稳定危险，逐渐被纳入管理体系。而这一历史进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Pierre-Yves Manguin（法国远东学院）发表“Large Traders of 16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the Malay and 

Javanese Jong”（《16 世纪东南亚的巨商：马来和爪哇的贸易船》）一文。Jong，是马来语或爪哇语中的一种

船只，由于特殊的制船技术，成为东南亚大型贸易商造船的特征。Manguin 教授讨论了这种类型船只在前现代

时期东南亚大型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大型船只可承载几百吨的货物重量，专门从事长距离和大型货

物的运送，并由聚集在马六甲或爪哇海域的大城市巨商把持。但这种大型船只到了 16 世纪中期后被弃用，从而

形成 17 世纪荷兰人在东南亚贸易的景观：大量的小型船只从事专门的区域贸易。 

大会结束后，与会者前往香港海事博物馆和跑马地坟场实地考察，为期两天之会议完满结束。 

（整理自“比较及公众史学”微信公众号相关报道，2018-10-16） 

 

 

香港城市大学“威权的象征：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中国旗帜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主办、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承办的“威权的象征：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中国旗帜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 

本次研讨会缘起于广东历史革命博物馆和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合作项目，集聚了来自伦敦、上海、广州、

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和博物馆专业人员，共同探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的一批旗帜的来龙去脉。这批旗帜

为英国于 1840 年代至 1920 年代武装干预中国的过程中被带至英国本土，其中包括四角旗、三角旗和仪式用伞

盖几种。除了官方旗帜外，藏品还包括三件 19 世纪 40 年代南海“十五仔”信仰的民间信仰珍稀物件。 

12 月 6 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程美宝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主持开幕式，李孝悌教授（台湾大学）致欢迎

词。随后，杨琪馆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程美宝教授分别介绍了广东历史革命博物馆概况及该项目原委、

本次会议构思及安排。随后，研讨会开始分节报告。现将其中与清史相关的内容胪列如下： 

周瑶（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中国旗帜的背景：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Stuart 

Bligh（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 Held at the Caird Library and Archive,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UK”（《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图书馆藏与中国有关之文献与手稿》）、杨彦立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冲突与磨合：晚清水师旗式的演变》、邝智文（香港浸会大学）《驻中国沿海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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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军（1841-1939）》、Aaron Jaffer（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The Royal Navy in China: A History in 13 Objects”

（《从 13 件藏品所见之鸦片战争至二战期间驻华英国海军的历史》）、吉辰（华东师范大学）《晚清海军军

旗图样研究：基于图像数据的探讨》、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中英往来照会中的海军旗帜》、程美宝《扯

大旗的十五仔：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英打击海盗的合作行动》。 

7 日下午，分节讨论结束，由茅海建教授（澳门大学）作总体评论。与会者随即开展圆桌讨论。最后，杨

琪馆长、程美宝教授进行闭会发言。本次研讨会中，各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深化了对英国国家海事博物

馆藏中国旗帜之由来、背景及用途的了解，为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尤其在国内博物馆旗帜类藏

品研究和收藏相对空白的情况下，本次研讨会更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会议议程：http://cah.cityu.edu.hk/event/Symbols_of_Authority/ 

https://www.cityu.edu.hk/class/media_events/news_item.aspx?ref=179 

http://www.gemg1959.cn/article.aspx?menuid=1304&tab=tab_News&tabid=609，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 

余稷荣供稿，2019-12-31） 

 

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由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澳门理工学院协办的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十

七届学术年会暨“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召开。会议开幕式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

林广志教授主持，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发钦、澳门历史文

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汤开建先后致辞，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英国、俄罗斯及海峡两岸暨

港澳地区的 60 多位学者与会。 

会议主题演讲由李长森主持，六位学者做了报告，分别为：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A note on 

a sculpture that appeared in the garden of Dr. Mackay House in Tamsui: A possible Baroque artifact from the Spanish”、

宋黎明《利玛窦 1601 年进贡的三幅圣像溯源——兼论在华耶稣会士偏爱圣母像的原因》、戚印平《晚明海外生

丝贸易的若干问题——以澳（门）日（本）贸易为中心的初步数量分析》、汪前进《清康熙年间传教士所测绘

〈皇舆全览图〉彩色本初探》、萨安东 (António de Saldanha)“We Do History, but We also Teach Histor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esent Teaching of History of Macau in the Tertiary Sector in Macau”、汤开建《英国国家档

案馆藏清代澳门与广州十三行档案述评》。提问及讲评环节由谭树林主持。 

专题研讨共分六场，第一场主持人为何汉威，报告论文有：康志杰《中国天主教财务管理研究：以部分教

区为案例》、刘志庆《天主教澳门教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浅论》、叶君洋《方济各会士石铎禄在华传教活动》、

伍玉西《服务于清宫的西洋“技艺之人”的荐选》、解江红《1762 年澳门事件中的法国传教会》、周孝雷《保

教权争议下的“中国声音”：以 19 世纪前期罗类斯主教来华为中心》。提问及讲评环节由戚印平主持。 

第二场主持人为崔维孝，报告论文有：吴宏岐《19 世纪 60-70 年代从澳门出洋的契约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

研究》、夜华（Joshua Ehrlich) “Macau an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周海霞《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

与沿革》、刘啸虎《衰落的舞台——19 世纪中叶美国海军佩里舰队眼中的澳门》、郭姝伶《互动与共生：澳门

与帝汶的檀香木贸易（1689-1785）》、施莉萝（Leonor Diaz de Seabra）“The Portuguese in Macau and the Holy 

House of Mercy”。提问及讲评环节由莫世样主持。 

第三场主持人为邵建，报告论文有：谭树林《“凯思卡特使团”翻译加尔贝考——兼谈早期中英关系史的

外籍翻译间题》，李凭、姜霄《澳门大学庋置五省官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通考》，杨斌《南洋史地：“蒲罗中”

学案》，冯翠、吕晶《抗战时期粤港澳地区传染病与日本细菌战》，陈康宁《马礼逊〈广东省上话字汇〉——

第一部粤方言字典》。提问及讲评环节由吴宏岐主持。 

第四场主持人为刘志庆，报告论文有：莫世祥《合谋贩毒——近代港澳政府与两地鸦片贸易关系剖析》、

魏楚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锋接力：比较上海与广州/澳门的历史角色及其现代意义》、邵建《上海学的形

成、现状与思考——兼及与澳门学发展的相互参考与借鉴》、闫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万国商团葡萄牙队考》、

叶能《源自志愿者文化融合的和平队文化交流模式——以“美中友好志愿者”海斯勒为例》、赵崧杰《区划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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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下的 19 世纪后半叶澳门城市规划》。提问及讲评环节由宋黎明主持。 

第五场主持人为何娜，报告论文有：代国庆《明季广东涉外典籍及其史源考述》、谢辉《〈绝檄同文纪〉

新考》、刘琮《经过澳门港的苦力贩运》、罗朝蓉/赵玉田《“万历时代”与“利玛窦现象”》、罗乐然《朝鲜

文人掌握澳门信息的管道——以燕行录与漂流数据为研究中心》、李所期《近代中国的写实主义美术》。提问

及讲评环节由康志杰主持。 

第六场主持人为伍玉西，报告论文有：晏雪莲《明清时期澳门土生葡人男嫁女家现象研究》、何宁宇《唐

廷枢和〈英语集全〉》、陈县梁《澳门近代“启民”教育与严复“启民三维论”之思想融通观》、李媛《容闳

事迹考——以香港大学图书馆藏〈香山容氏谱牒〉为中心展开》、张恒《澳门摄影史——早期澳门摄影铺》。

提问及讲评环节由汪前进主持。 

（议程及图片摘自“南国史学”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刘静垚整理，2018-12-15） 

 

英国汉学协会 2018 年年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ACS), 2018 Annual Conference  

2018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英国汉学协会年会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举办。英国汉学协

会于 1976 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召开的会议上创办，多年来坚持举办中国研究的研讨会和运作中国

研究刊物。本次年会由 30 个专场组成，兹将清代相关的主题选录如下： 

Panel 2: Translations and Re-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al Themes 

Dong Yufei, University of Geneva 

Mis/Translations of An Exhortation of Learning: The Birth of a Trans/International Text 

Panel 8: Dawn of the Modern: Cultur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omas Jansen,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On the Spiritual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 Timothy Richard’s (1845-1919) Theology and China’s Modernisation”  

Nicholas McGe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onflict and Cross-pollination between Regimes of Subjecthood: The Question of the “Anglo-Chinese” in Qing 

China 

Panel 12: Taiwan and the East China Sea 

Jonathan Chappell,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Opening Taiwan’s Mountains: Late Qing Colonia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 

Hung-yi Chien,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Dutchman’s ‘Good’ Chinese: Bernard Hoetink’s Ideographic Paranoid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Panel 15: Memory and Tradition: Colonial Hong Kong 

YEUNG Man Shu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anton Buddhist Temple Haichuang between the 1680s and 1840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Western Contact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hree Major Haichuang Collections in Europe 

Ching-Yin Nathan Kw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King’s College London 

The Barbarian Seas of Hong Kong: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Maritime Space on the China 

Coast 

Panel 23: Chinese Art from Zen to Dadaism 

Yibo Wang,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Between Mountains and Rivers: A Glimpse of the Late Qing’s Elegant Gather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Zhang 

Bao’s Fanchatu 泛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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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自：http://bacsuk.org.uk/wp-content/uploads/2018/09/BACS-Conference-2018-Programme.pdf，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陈博翼供稿，2019-02-19） 

 

第二十二届欧洲汉学学会 2018 年双年会 

22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2018 

2018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第二十二届欧洲汉学学会双年会在苏格

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召开。欧洲汉学学会（EACS）于

1975 年在巴黎成立，目前有会员 1200 余名，其双年会是欧洲地区最有代表

性的汉学交流研讨会之一。学会主席、根特大学教授 Bart Dessein、格拉斯

哥国际艺术学院院长 Anselm Heinrich 博士、中国研究苏格兰中心（SCCR）

主任 Jane Duckett 教授分别致辞欢迎与会学者。晚宴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荣休主任、著名汉学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研究员应邀作

了题为“编织跨越世界的纽带：中欧关系早期的译员们（1850-1890）”

（Weaving Links Across the World: Early Interpreters in Sino-European 

Relations, 1850-1890）的主题演讲。本次盛会包括多场专题讨论，兹将与清

代相关的主题摘录如下： 

22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2018 

PANEL: China’s Transnational Diplomacy, From the Age of Empires to the Cold War 

Chair/Discussant: Gordon Barrett 

Thomas P. Barrett, Western Collaborators in Late Qing Diplomacy: Divie McCartee and the Sino-Japanese Scramble 

for Sovereignty over the Ryūkyūs 

PANEL: Mapp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Félix Jun Ma, To build a Modern Confucian Nation -- Liu Xihong’s Cultural Nationalist Discourse on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PANEL: The Environment in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air/Discussant: Andrea Janku 

Fei Huang, Environment, Body and Medicine: Water in Everyday Practice of the Southwest China (1600-1900) 

Yubin She, Cropscapes of Insect Flow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Pyrethrum in China, 1900s-1940s 

Limin Teh, Deveining the Dragon: Mining in the Manchu Ancestral Homeland in late Qing China 

PANEL: Tradition and the Transcultural: Multiple Dialogues of Chinese Theatre 

Chair: Tian Yuan Tan ; Discussant: Rossella Ferrari 

Xueqing Zhang, Bimu Yu and Naihe Tian: Metatheatricality in Li Yu’s Plays 

PANEL: Language and Power: Manchu Language and the (De) Construction of the Qing Empire 

Chair: Lars Peter Laamann; Discussant: Andreas Siegl 

Jiani He, Literacy in Which Language? The Origin of the Trilingual Policy of the Jirim League (1901–1911) 

Juan Huang, Official Documents in Manchu as a Vehicle of Social Change and Civilisational Exchange 

Lars Peter Laamann, Tanggv Meyen 清話百條: Manchu Language Learning and Socio-Linguistic Identity in 

19th-Century China 

Yingzi Wang,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Reforms: Manchuria from “Ancestral Home” to “China’s 

Nor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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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Environmental Citizens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hair: Mette Halskov Hansen; Discussant: Anna Lora-Wainwright 

Erling Hagen Agøy, Historical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in Jiangnan (1645-1680) 

PANEL: New Research on Manchu Epigraphy 

Chair/Discussant: Pierre Marsone 

Xiaojing Guan,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s of Banner People under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2) - Based on the 

Multilingual Temple Stone Inscriptions in Peking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Language Reform and Manchu Usa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New Sources 

Alice Crowther, Sources for the Translations and Renderings of Citations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in Manchu 

Epigraphic Texts 

PANEL: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20
th
-21

st
 Century China”  

Part 1. China and Russia; Images and Perceptions of Ident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 Dialogue of Cultures 

Chair: Gotelind Mueller-Saini; Discussant: Nikolay Samoylov 

Elena O. Starovoitova, The Image of Late 19th - Early 20th Century Tsarist Russia in the Works by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PANEL: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20
th

-21
st
 Century China”  

Part 2: Foreign Nations and the Chinese ‘self’: Modes of Representing Identities 

Dmitrenko Aleksandrs, The Russian-Chinese (17th-18th Century) Border Question in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1920s and 1930s 

PANEL: At the Crossroads of Science and Art: the Alternative Dimensions of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air: Tongyun Yin; Discussant: Ching-ling Wang 

Tongyun Yin, Tracing the Source and Requiting the Roots: A Study on the Route Map of Emperor Qianlong’s 

Eastern Tour in 1778 

Shengguang Tan, Is the Yellow River Coming Upon From Heaven: The Mythical Imagination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gi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Chinese Old Maps 

Law 

Lara Colangelo, “The Introduction of Roman Law in China between the End of the 19
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 the Early Phase of the ‘First Reception’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Textbooks” 

Pre-Modern History & Manuscripts 

Nathan Woolley, Fashioning Guides to Everyday Anxieties: Almanacs in Popular Print Culture under the Qing 

Modern History & Politics 

Lin-yi Tseng, Tiger Bone Liquor: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19
th
 and 20

th
 Century Taiwan 

Modern Literature 

Roy Chan, The Metropole as Visual Spectacle in Zeng Pu’s Late-Qing Novel Nie hai hua 

Lorenzo Andolfatto, Late Qing Jeux d’Espaces: Wu Jianren’s Morean of Modernity Mapping in the novel Xin Shitou 

Ji 

Marius Oesterheld, Western Role Models and Source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ese Conduct-of Life 

texts 

PreModern Literature 

Wai Tsui, Imitation as Innovation: an Evaluation of Imitative Ci Poems of the Qing Dynasty 

Chun Lam Yiu, The Malady of Feelings and Folly: Bodily Manifestations of Qing in Honglou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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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ming Liu, The Garden of a Grand View or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A Borgesian Reading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uanyuan Liu, Migrated Belonging: Garden Practices and Travelling of Yuan Zhongdao 

Mengxiao Wang, Didactic Device or Sinful Practice: The Ming-Qing Buddhist Discourse on Theater 

Art & Collections 

Chiara Visconti, A Cargo of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n Eighteenth-Century Merchantman off the Red Sea Coast of 

Saudi Arabia  

Wei-tien Chang, A Blue-and-White Porcelain with The Passion of Jesus: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the 

Missionaries in 18th Century Jingdezhen China 

East-West Contacts 

Federico Brusadelli, Swiss Enchantment: 19
th
 and 20

th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Helvetic Model, 

Democracy, Federalism and Utopia 

Anna Maria Cavalletti,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the Chinese Contact with the West in Wang Tao’s Travelogue and 

Short Stories 

Erja Kettunen, Exchanges Far and Away: The Participation of Finns in the 18
th
 century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Trade Voyages 

Olga Lomova,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Nation and Humanity – Early Attempts at Introducing Daodejing to Czech 

Readers 

Josepha Richard, East-West Encounters through the John Bradby Blake Hybrid Botanic Paintings 

（采编自：https://eacs2018.glasgow.ac.uk/index.php/programme/，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陈博翼 供稿，2018-2-19）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XVIII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2018 年 7 月 29 日到 8 月 3 日，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在美

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召开。近五天的会议共有两百余场专题讨

论，每场又分上下半场。大会由前欧洲经济史学会主席、土耳其

海峡大学（Boğaziçi Üniversitesi）瑟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

教授作名为“全球化浪潮与经济史家”的主题演讲，次日晚宴前

又由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发表“加剧的不平等与政治冲突结构的改变”

的演说，足见全球史和比较史兴盛的发展趋势。全会有 9 个专场

集中讨论清代中国经济史的内容，另有 7 个内容涉及的专题，这

里仅介绍内容直接相关的论文。 

张泰苏（耶鲁大学）组织的“经济分流全球史之建立”

（Building a Global History of Economic Divergence）专题意在从全

球视角来重新审视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全球经济分流，审视西欧

对于其他传统大国优势的形成。马德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权

力悖论：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成与国家能力》考察了中华帝国国家形成和战争的历史，认为对行政能力的

低投入可能是绝对主义统治者的最优选方案。张泰苏《清代财政约束意识形态》认为清朝立法者将农业税额度

锁定在非常低的水平，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里就强烈反对提高此项收入，即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知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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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濮德培（耶鲁大学）《大融合：晚清的战争（和）资本主义》讨论 19 世纪末中国和日本的改革运动中自强

者如何利用历史类比来证明其改革合理、这些改革计划与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全球话语的关系，重新思考战

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李楠（上海财经大学）和董保民（河南大学）主持的“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China）专场试图通过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经

济发展但其他国家却没有。该专题相关论文有：李楠、颜色、张铎（上海财经大学）《帝制晚期中国的救灾：

1870 年代大旱的实证研究》，赵红军（上海师范大学）、胡玉梅（复旦大学）、祝嘉良（厦门大学）《美国白

银流入与清代价格革命》，以及北京大学团队郝煜、刘正铖、周黎安的《打倒绅士：废除科举、地方治理和反

绅士叛乱（1902-1911）》。后者用数据检验了 1905 年废除科举对中国农村地方治理的影响。在废除之前，较

低的功名拥有者（下层士绅）在地方一级提供公共服务，以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担任官职。废除科举在城市地区

使公共代理人获得极大激励去接受现代教育，但却在农村地区消除了公共服务长期回报前景，使代理人激励和

选择恶化。另外一个专场中，刘强（东北财经大学）《抑制还是不作为：从大分流视角看明清政府与商人的关

系》基于三种政府与商人的关系（重商主义、不作为、限制商业），研究政商关系在“大分流”中的作用，认

为明清政商关系为既不鼓励也不限制。 

顾琳（Linda Grove，上智大学）和张玮（南开大学）组织的“商人、市场和商业税：帝制晚期和现代中国

的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Merchants, Markets, and Commercial Taxes: State Institutions and Local Practices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探讨帝制晚期中国如何试图为其现代化议程开源。在传统的收入来源（土地、盐、

国内商税）不足以满足需求、新的国际贸易税收又已承诺偿还外国赔偿和贷款的情况下，清廷的做法是将增加

收入的责任转移到省级和次省级政府单位。该场有许檀（南开大学）《明清时代华北药材市场——以碑刻资料

为中心》、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的消费——清代崇文门风俗研究》、吴志远（郑州大学）、安

国楼（郑州大学）《清代河南基层市场与商税的地方政府管理——以鲁山、南阳等县为中心》、徐枫（上海财

经大学）《禁林：清代中期古北口的木材税与非法砍伐》、张玮、顾琳《政府和市场谁从商业税收系统中受益？

1900 年以来河北省的个案研究》、李金铮《清末民国时期定县（冀中）商业税及其征收》等相关报告。总体而

言，该场的论文提供了有关税收变化的数据、追踪了商业税对商品流通的影响、研究了新的税收操作，对清末

民初地方社会开源的努力进行了探索。其使用的材料包括清朝海关记录、户部的记录、商会碑刻、县财政档案

和 20 世纪的社会调查，一定程度显示了商业税对商品流通的影响。 

Manuel Perez Garcia（上海交通大学）和 Sergio T. Serrano（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大学）组织的“中国，

欧洲和美洲新的比较全球史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和数据库”（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Databases for New 

Comparative Global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Europe, and the Americas）专场试图以地理信息系统（GIS）链接多

种关系数据库来拓展研究，以实现从本地到全球的观察，两位组织者报告了《GECEM 项目数据库：中国和欧

洲消费和贸易网络综合历史信息系统（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剑桥大学）

《明清商人区域群体》的报告描述 1500-1800 三个世纪间不同的商品和区域市场不同的商人群体如何分别（特

别是在长距离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他们组织人力和资本资源的不同方式。马德斌《量化中国长期经济》

调查了中国历史商业账簿的使用情况，尤其是 400 多册统泰升商业账簿，试图通过文本分析和簿记传统建立可

靠的经济统计。Lei Jin（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大学）《中国欧洲红酒和酒杯消费研究（1680-1840）》研究 1680

年至 1840 年间清代中国的欧洲葡萄酒消费。Patrick O’Bri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西欧、中国的战争与长期

经济增长的关系：清初到维也纳条约（1644-1815）》旨在探讨两种对比性的地缘政治战略（持续的重商主义战

争和一系列战争稳住西北边界）在欧洲和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成本和效益。 

李培德（香港大学）和马敏（华中师范大学）组织的“交流、互动和创新：十九世纪泛太平洋地区的商人、

商业组织和网络”（Interflow,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Merchants,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Networks in the 

Pan-Pacific Ri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试图唤起我们对 19 世纪以来泛太平洋地区商业知识、商业网络创建

和运作的比较研究。马敏《英国浸信会的中国印刷工业（活版金属）及其东南亚影响》论证 1813年由马希曼（Joshua 

Marshman）和拉沙（Joannes Lassar）翻译和印刷的《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是第一本活版金属印刷的

汉语书籍。相联系的吴和林（华中师范大学）《塞兰坡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及其印度联系：经济、文化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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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文指出浸信会传教士在塞兰坡的出版社于 1812 年被烧毁后，虽然手稿和印刷品没了，但 1813 年传教

禁令的解除却使其重获机会。苏基朗（香港科技大学）、苏寿富美（Sufumi So）《商业利益还是国家利益？1903

年东京教科书之首金港堂的中国倡议和上海商业出版社的成立》研究了为满足新兴市场对学校教科书日益增长

的需求、由金港堂牵头的新成立的上海商业印刷有限责任股份公司。1895 年的马关条约之后，在更广泛的日本

投资中国图书业的背景下，可以看到个人和商业利益以及国家利益考虑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段钊

（华中师范大学）、熊博艺（华中师范大学）《现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家的崛起：以张謇、周学熙为例》

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引导企业家在复杂网络中出现的社会机制，即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企业家，以及他们如何成

为企业家。李伯重（北京大学）《从国外到本土：海外贸易商人在福建（1000-1700 年）》讲述在北宋初期到

清初的七个世纪间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的福建如何经历了外商把持贸易到中国本土商人取而代之的过程。 

“全球实际工资：从古到今”（Real Wages across the Glob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专场中，与会代

表热烈讨论了不同计算导致的数据偏差并争论孰是孰非。该场中，刘光临（岭南大学）、彭凯翔（河南大学）、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哈佛大学）《帝制晚期中国实际工资和人均 GDP 的长期变化（1000-1900）：

重审与重估》一文希望重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文章使用的商品价格和工资数

据，明代部分依据《明实录》，清代部分依据徽州文书的商业账簿，对中国一些地区从 16 到 19 世纪生活水平

的长期变化提供了新的见解。在另一个专场中，张萌（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近代早期中国的工人收入——

再造林种植者个案研究》关注 1700-1900 年间中国西南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再造林产业对种植者的补偿。该行

业的劳动合同取代了日结或计件工资制度，使种植者可以从林业中获得未来三四十年林木销售收入的一部分。

股份可以更细分并自由转让促成了原始股份市场的形成，成为类似期货的金融工具。 

王玉茹（南开大学）、邓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组织“中国经济表现与实际数据（1600-2010）”（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Real Data, 1600-2010）专场讨论关于中国经济表现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该场相关报告

包括邓钢、Patrick O’Brien《中国长期人均 GDP 的问题》、林满红（台湾中研院）《晚清鸦片税收：1858-1906》、

南开大学团队赵雪莹、王玉茹、关永强《近代中国政府统计调查综述：1859-1949》、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

乔志建（安默斯特学院）、许晨（中央民族大学）《多层次的制度及其特征：对晚清与近代中国货币体制的再

认识》、吴松弟（复旦大学）、谭嘉伟（复旦大学）《晚清一口通商贸易体系变迁解析》、孙健（复旦大学）

《从海关领域看清末浙东厘金征收行动中的货币问题》。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与 Georges Depeyro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的“区别与互联：从历史看全球

化下的中国货币与金融”（Distinctive and Interlinked: Chinese Money and Finance under Globalization from Historic 

Perspectives）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货币结构变化。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习永凯（河北师范大学）

《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近代中国白银“双顺差”（1871-1935）》一文指出从 187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中国

白银进口过量与外贸逆差同时发生，这种奇怪的现象是由于来自国外的白银供应的涌入。何平《前近代中国的

纸币：从私人信用货币到国家纸币》讨论了为什么明清时期纸币的发展中断甚至不复存在。兰日旭（中央财经

大学）、伏霖（中央财经大学）《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主体的演变：基于金融组织演进的视角》指出近代中国市

场主要金融机构的演变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在转型期间票号迅速崩溃，而钱庄则在融入现代元素方面取得了

很大进步。刁莉（武汉大学）《晚清中俄外贸与货币信贷研究（1862-1919）》考察了 1862 年至 1919 年汉口中

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这种贸易如何影响本地的茶叶市场，以及这种现象如何改变长江中游地区的资本市场

构成。商业金融相关主题还有 Ghassan Moazzin（剑桥大学/东京大学）《资本网络：德国银行家与中国金融国

际化（1885-1919）》，该文通过追溯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德意志银行（DAB）的历史，论述了外资银行作为中介

机构如何将中国与第一个全球经济体联系起来。唐建晶（中山大学）《帝制晚期中国的金融整合——资本市场

的社会经济冲击》探讨了明清时期 66 年间多个分散的金融市场的整合。严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 Coskun 

Tuncer（伦敦大学）在《外国机构与一战前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国家构建》一文探讨比较了晚清与奥斯曼帝国

于十九世纪晚期引入外债及外国财政管理机制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变迁。 

Patrick Manning（匹兹堡大学）、Dennis O. Flynn（太平洋世界史中心）组织的“白银的全球生产和分配：

1540-1900”（Glob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ilver, 1540-1900）专场重在探讨白银在 1540-1900 年间全球

经济扩张中的作用。《简介：全球银流通——研究设计和当前发现》指出依据 Moneta 项目公布的白银流量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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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记录十六到十九世纪白银生产和商业流动的情况已有了基础。本文介绍了从 1400 到 1900 年的估算，

显示了年产量、累计库存（考虑各种磨损程度）和白银库存的长期增长率。马宁（明尼苏达大学）《全球白银

贸易与东西方小说的兴起》希望揭示近代早期白银贸易的历史与中国、日本、西班牙和英国等文化领域中出现

的多样现实主义叙事强烈关联。Nanny Kim（海德堡大学）《为何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少以及怎么办：帝制晚期

中国的银矿业、儒家道德及遗存（1400-1850）》以心态和行政结构的角度重新讨论了中国晚期的银矿问题。报

告认为儒家道德主义和过度扩张的行政都导致了对记录矿产的回避。作者认为，在和杨煜达的合作中，通过利

用工业和矿物学材料、实地考察遗骸和收集口述历史，对明清时期银矿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杨煜达（复

旦大学）《契约、土地出售和清代中国的货币流通量》报告认为对货币流通问题的研究必须采用间接记录：仅

据四川的土地税收交易进行推断，整个帝国的交易量超过 6 亿两，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流通中的资金数额。 

“全球铜业：巴洛克时代到现代的采矿、冶炼、铸造和制造业”（Global Copper: Mining, Smelting, Minting, 

and Manufacturing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专场将铜矿开采和冶炼视为中世纪晚期以来连续全球化浪潮

的载体。曹晋（图宾根大学）《最后的铜世纪：中国西南与铜钱经济（1705-1808）》一文重点关注清政府提高

云南的铜产量后，中国如何暂时摆脱银锭主导的铜银复本位货币制、在 1705 年左右迎来“最后的铜世纪”，以

及铜钱提振百年间更深刻的影响。作者还重点考察了云南铜在更为严格国家控制的京师铜钱铸造体系和更复杂

官私结构的四川铸造状况的差别。另一个专场 Niv Horesh（杜伦大学）《复本位货币标准之谜：19 世纪末墨西

哥和中国的比较》比较评估了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依赖铜钱附属货币和白银）19 世纪

后期复本位金属货币标准。 

Liliane Hilaire-Perez（巴黎第七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毛传慧（新竹清华大学）、Sébastien Pautet

（巴黎第七大学）主持的“16-19 世纪中欧贸易、宗教与技术的相互作用”（The Interplay of Trade,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16th-19th Centuries）希望重启宗教在大分流中作用的辩论。本专题关注宗

教机制、跨文化贸易和技术网络、宗教和贸易在传播和技术专长交流方面的相互作用等。郑维中（中研院）《从

茶点到反思：亚洲和欧洲早期的海上茶叶贸易（1642-1710）》揭示了从 1642 年到 1710 年台湾（稍迟为厦门）

与印度苏拉特的茶贸易。赖惠敏（台湾中研院）、苏德征（帝国理工学院）《清代锡业的技术交流》一文揭示

了十八世纪以来清代国内外锡贸易的成就和影响。吉浦罗（François Gipouloux，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明末

清初的海上贸易组织：动力与制约》以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明清之际海上贸易组织发展的经济动力及面临的

制约因素。毛传慧《19 世纪作为建立贸易关系方式和中欧技术交流中介的天主教》讲述了黄埔条约签订以后

Théodose de Lagrené（1800-1862）及其秘书 Charles de Montigny（1805-1868）如何利用勤奋努力的基督徒社区

实现工业和商业目标。该场还有施静菲（台湾大学）《十七世纪晚期越洋入华的三件奇妙物品》、马龙（Manuel 

Perez Garcia，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全球史的新实证研究：以地方志分析消费和贸易网络（十六至十九世纪）》

两篇相关文章。 

总体而言，土地和农业生产等传统的经济史热门议题逐渐让位于海洋生产与海洋经济，货币问题亦渐由货

币政策和铸造转向跨区域流通和多国多地比较，GDP 核算、国民数据库等议题已渐次让位于平均工资核算（以

及算法的优化）。在比较经济史领域，西欧、中东、东亚的比较经济史仍为热门，但重点已由二十年前的“大

分流”转变为近八九年流行讨论的“小分流”，因而在中国史层面而言对 16 世纪以降尤其是 1800 年以后清代

中国与西欧的“分流”更重视，兼以宗教与社会变迁、家庭生活和由粮食及工资估算的生活水平、政府法律和

税收研究的推进，更细致更综合的比较经济史得以达到更高的研究水平。不过在中西比较史领域，以上这些研

究推进的量变并没有引起质变，相关的政府税收、财政和国家能力的讨论也多少遇到了瓶颈。与之相比，带有

发展经济学影响的亚洲国别经济史研究和带有海洋史背景的跨域经济史则有显著提升。 

（大会主页：http://www.wehc2018.org/，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陈博翼供稿，2018-2-23） 

 

2018 年美国亚洲年会清史论题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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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3523

人登记与会，其中参与正式报告者有 2212 人，是近六年来最多的一次。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62.8%来自美国，

17.9%来自亚洲，与前两年相比，亚洲地区学者的参与比例有所提升，是欧洲地区学者的近三倍。美国境内学

者的参与则以西海岸（493）、中西部（474）、新英格兰（313）、中大西洋（694）、南大西洋（539）五个地

区为主。职业分层而言，教员、研究机构人员、研究生占据了 76.8%的比例，前两者与后者比例大致为 4：1。

本次大会有 447 个专题讨论小组，中国研究以 1392 篇 40%的比例遥遥领先，东北亚主题一如既往以 30%名列

第二，南亚和东南亚分别为 9.4%和 13%。以学科看，历史学类论文以 1046 篇（30%）名列第一，文学类以 14.3%

保持了第二的优势，人类学（7.9%）、政治学（6.6%）和艺术史（6.3%）等研究方向的学者保持了一定参与。 

本年主题演讲前公布的AAS各项图书奖以及各领域突出贡献奖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副教授的

《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荣获列文森图书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近几年来清史论题获奖较为难得，前

年获此奖项者为文学类作品，去年获奖项目为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珍妮·嘉措（Janet Gyatso）《佛教世界中之

为人：近代早期藏医学思想史》（Being Human in a Buddhist Worl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Early 

Modern Tibet），该书荣获金·斯密斯图书奖（E. Gene Smith Book Prize）。《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律》突出了近

代法律实践脉络下外国对中国律法的建构和中英双边在案件中互相影响、磨合对清代法律判例演化的影响，也

是对“东方主义”命题在法律史层面如何体现的探讨，在比较帝国史和全球史的框架下也有拓展和对话的空间。 

本次会议多组论题与清史相关，例如满汉文及汉学研究、从日记看清史、帝国碰撞中的性别和族群、大数

据与数字人文、帝国制度与法制框架、广东外销画、清代交通系统、国家治理和城市政治话语、书写他者与自

我定位、想象异域、地方志数据库、戏曲研究、流动性与物质文化、地缘政治和集体身份认同等等，兹将相关

论题附列于下。 

 

AAS Annual Conference 2018-The Qing History Related Sessions 

5. Expl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Knowledge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Japan 

Ren-Yuan Li, Academia Sinica 

Selling Domestic Knowledg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quired Knowledge for Family Us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Ideal Family 

32. Collaboration, Competition and Intelligentsia Circle for a New China Horizon 

Chair & Discussant: Theodore Hut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lexander Des Forge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Beyond Success and Failure: The Eight-Legged Essay as Research Topic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arten Soderblom Saarela,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Grammatology and the Manchu Script in Early-Nineteenth-Century Paris: Langlès, Rémusat, Klaproth 

Uganda Sze Pui Kwa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ompeting for China: The Shifting of Chinoiserie to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33. Chinese Practic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achel Silberstei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he Maker’s Mark: Brand-Names, Loom-Marks, and Commerc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Late Qing Silk 

Industry 

38. Literary Anthologi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 

Jing Che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Measuring Influence: Exploring “Impact Factors” of Ancient-Style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Qing Dynasty 

40. Rereading Qing History through 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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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 Discussant: Andrea S. Gold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Bingyu Zheng, Princeton University 

Managing Daily Life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 A Bannerman’s Diary 

Emily Mokr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ar’s Witness: The Beijing Diary of Wang Zhonglin 

Jenny Huangfu Day, Skidmore College 

The Death of a Genre: From Envoy Journals to Diplomatic Reports, 1860s-1910s 

Ke Ren,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The Old Man of Yifeng Hall in the New Policies Era: Reading, Publishing, and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Miao 

Quansun’s Diary 

47. Gender, Ethnicity, and Encounter: Ming-Qing Chin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scussant: Keith McMahon, University of Kansas 

Guotong Li,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A Muslim Admiral and the Chinese Fleet: 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Ming Voyages (1405-143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lara Wing-chung H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eaching Moms as a Global Theme in Painting: A Comparison of Yefang Shoujing Tu (1725) and a Life Well Spent 

(1862) 

Xiaorong L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Representing the Feminine “Other”: The Images of “Foreign” Women in Wang Tao’s (1828-1890) Writings 

Boyi Che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When Gender and Ethnicity Encountered the Host Societies: Overseas Chinese Land Purchase and Lawsuit in Hội 

An and Batavia, 1700s-1800s 

73. Sex and Sexuality in Greater China and Inner Asia 

Jianfei Jia,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Love, Sex, or Prostitution: Trans Ethnic Sex on the Qing Empire’s Muslim Frontier 

Wendy Su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The Secret Codes of Female Same-Sex Intimacy in Chinese Late Imperial Literature 

75. Data Past, Data Present: Chinese Narratives Of/As Information History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Penn State 

Chair: Anatoly Detwyler, Columbia University; Discussant: Hilde De Weerdt, Leiden University 

Anatoly Detwyler, Columbia University 

Big Data in Modern China: On Liang Qichao’s Invention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Chelsea Wang,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Narrative as Dataframe: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tate Communic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ing Chen, Nanjing University 

A Pre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a 

Donald Sturgeon, Harvard University 

A Digital Study of Citation Practice in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94. Dis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Case Studies from China, Japan, and Korea, Ca. 1500-1870 

Yi-Li Wu,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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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ilure of Healing or Inevitable Impairment? Views of Injury and Disability in Ming-Qing Chinese Medicine 

113. New Approaches in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Transregional and Frontier Perspectives 

Chair: Lillian M. Li, Swarthmore College; Discussant: Prasenjit Duara, Duke University 

Jonathan Schlesinger,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Taking Frontier Paradigms to Tusk: On Ivory, Rhino Horns, and the Problematic Bounds of Q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Tristan G. Brown, Stanford University 

When the Gods Owned Nature: Negotiating Water, Miningand Forestry Rights in Qing Legal Cases 

117. “Of Rules and Men”: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Legal Framework 

Chair: Pierre-Etienne Will, College de France; Discussant: Thomas Buoye, University of Tulsa 

Min-te Pa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Agonious or Didactic: An Analysis of the Debates in the Qing Capital Punishment Review 

Peng-sheng Chiu,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gal Codes, Leading Cases and Provincial Regulations: Local Government Handling of Commercial Conflic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Maura Dykstra,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cipline in the Archives: Law, Administration, and Bureaucratic Centralization in the Qing 

Luca Gabbiani,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Rules in the City”: Real Estate, Financial Ventures and the State in Beijing Under the Qing 

121. The Extension of Credi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ustin Dean,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 and the Currency Reform Loan, 1910-1924 

Zhiqian Qiao, Stanford University 

Money, Credit, and the Rise of Private Banks: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the Qing Empire 

123. New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Wei-Chieh Tsai,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The Migration and Nativization in the Inner Asian Borderlands of the Qing and Russian Empires 

124. Canton, Beijing, and the Court: Chinese Export Painting Revisited 

Discussant: Jennifer Purtl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olina Rud, Peter the Great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y (Kunstkamera) 

The Local in Canton: Rethinking “Costume Albums” Export Painting of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Subjects of Paintings and Scenes of Beijing’s Everyday Life 

Yu-chih Lai, Academia Sinica 

From Court Paintings to Export Painting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mmercial Workshop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Rosalien van der Poel, Leiden University 

A View of Canton on the Move: A Material Complex of a Chinese Export Painting 

128. The Mongol Legacy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Frederic Constant, Paris Nanterre University 

The Chinese Jurists’ Reinterpretation of Remnants of Mongolian Law in the Qing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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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Nature and Cities: Discovering the Transformed Urban Environment in China 

Iris Wang,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An Imperial Pageantry: Making the Hai River and Tianjin inthe Qing Dynasty (1644-1912) 

163. Connecting the Empire: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Communication, and Calendrical Systems of 

the Qing Empire (1644-1912) 

Discussant: James Hev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i Lin, Harvard University 

Empire in the Himalayas: The Qing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the Qing-Gurkha War (1788-1793) 

Yiqun Xu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ooperation and Containment: The Relationship of Qing Court and Foreign Telegraphy Companies in Late Qing 

Weipin Tsai,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Sovereign Stamping Ground: The Role of Chinese Post Office during the 1911 Upheaval in Mongolia and Tibet 

Yuanchong Wang, University of Delaware 

Time,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The Qing Calendar and the Rise of the Eurasian Chinese Empire, 1644-1911 

164. Spatial Statecraft:  

Urban Political Narratives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Beijing 

Chair & Discussant: Madeleine Do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urelia Campbell, Boston College 

Nanjing, Beijing,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Imperial Image 

N/A 

Constructing Imperial Buddhist Spa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eijing 

Dan Barish, Baylor University 

From the Jade Ring Moat to the Crystal Palace: The Changing Facade of Imperial Education in Qing Beijing 

Shuishan Yu,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Embassy District and the Disrup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Beijing 

165. Knowledge of Exotica: Writing the Other and Placing the Self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ir & Discussant: Yuming 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Naixi Fe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Mushroom Cloud over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Bruce Rusk,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owerful Imagination: Early-Ming Maritime Networks in the High Qing World 

Kaijun Chen, Brown University 

The Others in the Empir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thnic Ambiguity in Bannermen’s Plays 

Li Wei,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Objects Old and New: Late Nineteenth-Century Tales of Material Obsessions 

166. Living with the Yangzi:  

Technology, State Power,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Lowlands of Central China 

Brian Lander, Brown University 

On the Human Colonization of the Central Yangzi Wetlands 

Yan Gao, Duke University 

Navigating through Disorder: Water Systems and Politics onthe Yangzi Riv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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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Imagining Foreignness: Race, Nation, and the Body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Narratives 

Discussant: Emma J. Te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e Guo,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Royal Embodiments: Burma’s Last King Thibaw in Late Qingand Republican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Li Guo, Utah State University 

Feminine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Foreign Princes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Tanci Fiction 

Yue Du, New York University 

Bringing the Chinese Gender Order in Line with Western Standards? Discourse on Western Female Sexuality in the 

Late Qing Reforms 

Gengsong Gao, University of Richmond 

From Suzerainty to Sovereignty: Reimagining Tibe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95. Local Gazetteers as a Database: New Digital Research Methods 

Chair: Michael Hunter, Yale University 

Shih-Pei Che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Logart: 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 

Qun Ch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ter Conservancy Works as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in the 

Ming-Qing Dynasty 

Joseph Denn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Reconstructing Book Circulation and Reading Using Logart: A Database of School Library Collections in Ming,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206. Using Big Data to Conduc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Civil Services of Qing China and Joseon Korea 

Cameron Campbel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mination, First Appointment, and Subsequent Careers in the Qing Civil Service 

Bijia Che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Banner Affiliation on Official Careers during the Qing: Evidence from Imperial Lineage Dataset and 

the Qing Jinshenlu Dataset 

241. Imperial Formations in 17th-Century Asia:  

State Consolidation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ire 

Macabe Keliher,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Swapping Symbolic Power for Real Power: Centralizing the Manchu Military 

245. Economy, Sexuality, and Knowledge: Lived Religion in Asia 

Gilbert Z. Che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Unlawful and Unorthodox? Buddhist Clerical Marri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odd Klaima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onastic-Merchant Synergism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in Penang, 1886-1896 

252. The Handwritten and the Printed: Mediums of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Asia 

Wei Jin Darryl Lim, University of Reading 

Poly-Autography in Singapore: Early Experiments, Practices, and Anomalies in 19th-Century “Printed Manuscripts” 

Zhenzhen Lu, University of Hamburg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Print: Commercially Produced Manuscripts of Entertainment Literature in Qi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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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Connoisseur-Researchers, Musical Notations and the Shengping Shu Archive: EstablishingChinese 

Drama Studies as a Field of Knowledg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China 

Discussant: Shana J. Brow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Hsiao-Chun Wu, Independent Scholar 

The Tangible and the Intangible: Collecting and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Xiqu Stud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ong-Shin Chang,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unter College 

Documentation Styles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Kunqu Songbooks (Qupu)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Liana Che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rchive as Text: The Shengping Shu Records and Documenting the Legacy of Qing Court Theater in theTheater 

Scholarship of the 1930s 

274. Mobility and Materi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ir & Discussant: Steven Mil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Anne Gerritsen, University of Warwick 

Wuchengzhen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Merchant Mobility 

Huiying Che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 

Commodification of Local Products for Travel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Yulian Wu,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Transporting Jade from Xinjiang to Beijing in Qianlong’s Reign 

Xue Zh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How Knowledge Travels: The Distribution of Imperial Mapsin Qing China 

318. The Layered Body in Art: From Late Imperial to Contemporary China 

Yuhang L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Female Bodies Going Bananas: Eroticism and Botanical Lay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ei Mei Rado, Freer/Sackler Galleries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On the Sartorial-Temporal Layer of the Imperial Body in Qing Painting 

327. Chinese Diasporic Circulations and Fractured Allegiances 

Lane Harris, Furman University 

A Mutiny, a Riot, and a Rebellion: The Coolie Trade, Returned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Small Swords Uprising 

of 1853 

Nicholas McGe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 “Anglo-Chinese” in Qing China: Contested Sovereignties and Imperial Anxieties 

347. Voice/Sound Studies in the China Field: Part II 

Lester (Zhuqing) Hu, University of Chicago 

Pitch Pipes as Instruments of Music Theory, Astronomy, and Cultural Genealog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349. Gender, Local Identity, Public Space, and Art Patronage:  

New Dimensions in Chinese Religion from the Ming to Present 

Xun Liu, Rutgers University 

Daoist Patronage and Practice of Arts, Elite Culture and Politics,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Qing Nanyang 

354. Making It Real: Intercultural and Intermedia Images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ingting Xu,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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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resses Mystique: Deciphering Qing Imperial Portraits Landscape Anatomy: Pairing “General Views” and “Split 

View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Art 

Catherine Stuer, Denison University 

The City a Stage: Baoji Studio Photographs of Nanjing, Ca 1888 

364. An Age of Feelings: Literatures of Emo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17-20 Centuries 

Paize Keulem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Operatic Outrage: Communal Bodies and Shared Emotionsin 17th-Century Chinese Theater in Performance and 

Print 

366. Beyond Chastity and Subservience:  

New Configurations of Feminine Virtue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Katherine L. Alexan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Good Housekeeping: Advice for Women in a Late Qing Daily-Use Religious Encyclopedia 

370. Rethinking Geopolitics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Age of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ir: Adam Bohnet, King’s University College at Western University 

Thomas Quartermain, University of Oxford 

Japanese and Korean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Transition 

Sun-ae Lee, Korea University 

Manchu-Mongol Relations before the Qing Conquest in the Context of Rituals 

Jeong-il Lee,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Saving a Civilized Chosŏn in a Post-Qing Order 

Saeyoung Park, Leiden University 

Feet of Sand: Empire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Tributary System before “Modernity” in East Asia 

397.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Occupied China 

Tomohide Seki, Toyo Bunko 

Chi Zongmo (1890-1946): A Confucian Collaborator in Hebei 

N/A 

Writing History in a Fallen City: The Revival of Late Qing Memory and Contending Legitimacies in Occupied 

Beijing (1937-1945) 

403. Collaboration, Censorship, and Celebrity: Authorship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Daniel Stumm, Leiden University 

Authorship and Authority of the Analec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Nathan Vedal,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uthorship and Censo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摘编自：

http://www.asian-studies.org/Conferences/AAS-Annual-Conference/Conference-Menu/-Home/Past-Conferences, 

2018-7-7，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陈博翼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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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点校类 
1.《文廷式集（增订本）》（全 4 册） 

著者：文廷式 

编者：汪叔子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ISBN：9787101103809 

本书属“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云阁，别

号纯常子、罗霄山人，江西萍乡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近代词人、学者、维

新派思想家。维新变法期间活跃于政坛，因身列“清流”而名噪一时。著有《云起轩

诗录》《清末艺文志稿》等。其著述博通四部，于史学、佛经典籍、版本目录学与词学等领域颇有建树。本书

凡 4 册，分别收录了文氏之奏议、诗文，史志、书简，及笔记、日记、杂著等，对于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学

术、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书信》 

整理：姜鸣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208151437 

本书属“中国近现代书信丛刊”。本书按时间顺序收录了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

十三日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十八日间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往来书信，大部分为张

氏后人家藏。本书还将中法战争与庚子议和期间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往来电报作为附件，

按年份插入信件中。同时亦收录部分李鸿章与女儿李经璹的父女通信，以方便读者了解

李鸿章晚年生活与张佩纶家庭生活。本书在整理点校过程中，对部分信件的写作时间进

行了考证，并将部分原始信封上登记的发信与收信时间一并录入，以便研究。 

 

3.《夕阳寮存稿》 

著者：阮旻锡 

点校：何丙仲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100164429 

阮旻锡（1627-1712），字畴生，号鹿岛道人、梦庵，晚年法号超全，福建同安人。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学者和遗民诗人。《夕阳寮存稿》原共十二卷，分为三册，木刻

本，于乾隆年间曾被列入禁毁书名录，属存世孤本。“夕阳寮”为阮氏晚年斋号。是书

原缺第一、二卷，其余各部分内容囊括了阮氏所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

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共收录自康熙二年到三十二年间（1663-1693）的各体诗作 565 首。书后附以泉州

市图书馆藏《清源诗汇编》中阮旻锡之诗及其他散佚诗文。本书是研究遗民诗僧阮旻锡和南明政权及明朝遗民

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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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洋镜：法国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6-1885》（全 2 册） 

主编：赵省伟 

译者：张霞、李小玉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218131023 

本书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第十四辑。本书搜集了《画刊》《世界

画报》等世界上最早一批以图像为主的法国报刊，精心辑录出其中关于晚清中国的内

容，包括 300 余幅罕见版画，近 20 万字的原刊报道。编排上，以刊载时间先后为序，按年份为章，每篇报道独

立为节。小节标题使用中法两种文字，法文均照原刊录入。本书极大地丰富了晚清史研究的外文史料，有助于

借助域外视角拓展对晚清政治、经济、文化、中外关系等各方面的认识。 

 

5.《回疆通志》 

著者：和宁 

整理：孙文杰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101132120 

《回疆通志》，亦名《回疆事宜》，凡十二卷，和宁撰。和宁（1741-1821），蒙古

镶黄旗，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历仕乾隆、嘉庆二朝，官至军机大臣。嘉庆七年

至十四年（1802-1809）历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著有

《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热河通志》等。《回疆通志》记录了天山南路的历史人物、风物土产、制度沿革

等，并参照前人著述，诸如《汉书·西域传》《元和郡县图志》《西域闻见录》等，详加考订，是较早关注边

疆建设的地方志，对研究清代中期南疆政治、经济、文化及促进清代西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6.《钱遵王诗集校笺》 

著者: 钱曾 

校笺：谢正光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 2018年9月 

ISBN: 9787101134575 

钱曾（1629-1701），字遵王，江南常熟人，清代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明清之际

虞山诗派重要成员。其诗歌创作深受钱谦益影响，惟长期流传不广。本书收录钱曾诗集七

种：《怀园小集》《交芦言怨集》《莺花集》《夙兴草堂集》《判春集》《奚囊集》《今

吾集》，另补辑《集外诗》。在广校清初以来各种选本的基础上，笺注对各诗创作年份、相关人物、史事及地

名进行考索，以勾画钱曾之交游情况及对时事的态度。末附《遵王词》《传记资料辑录》《投赠集》等，以便

读者及研究者使用。 

 

7.《中外旧约章补编（清朝）》（全 2 册） 

编者：郭卫东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 2018 年 8 月 

ISBN：97871011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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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丛书。本书为王铁崖所辑《中外旧约章汇编》之补编，编者参考王

本，补录其未载约章。书中条约编次以订立时间为序，自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22 年 2 月 1 日）中荷《台

湾媾和条约》起，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912 年 1 月 23 日）中外《各国禁烟公约》止，凡 317 份，包括

条约（主要是政府间正式签订，含条约、规约、盟约、协定、谅解备忘录、换文等多个类别）和章程（主要是

中国有关方面与外国企业等缔结的较重要的章程、合同等）两个类别。 

 

8.《散木居奏稿校证》 

著者：瑞洵 

校正：杜宏春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9787100157766 

瑞洵（1858-1936），字信夫，号景苏，满洲正黄旗人，光绪间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

光绪三十年（1904）奉命往古城招哈萨克索还阿勒台借地，经营年余，召回逃众万余人，

借地亦归还。《散木居奏稿》即瑞洵任职科布多期间的奏稿汇集，凡二十五卷，共收折

片等三百余件，分为司业集、筹笔集、敛锋集、勉力集、岁寒集、让贤集、西征集等，内容涉及保举将才、员

缺补差、军功加赏、官兵屯田、练兵、畜牧、工程、粮饷、边防等，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晚清科布多地区政治、

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地方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反映出瑞洵的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活动。本书的出版，

对研究清末新疆政局有着重要作用。 

 

9.《晚清西学丛书·第一辑》（全 7 册） 

主编：周伟驰、姚达兑 

校注：张洪彬、姚达兑、李彬校、赵璐、龚昊、乌媛等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549117741、9787549117758 等 

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中，西学的传入与传播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中国人懂外语的很少，而有兴趣和条件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要是新教来华传教士，

他们创办了一系列中文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世界史

地的书籍，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传教士著译的各类著述与晚清政

治、思想产生互动，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东西方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晚清西学丛书》编选对晚清社会

和思想界发生过影响、学术性思想性较强、国内近些年没有出版过的著作，并组织从事相关研究的优秀学者进

行标点、注释和说明，以利于当代读者阅读。本辑收录有《大同学》《联邦志略》《格物探原》《心灵学》《治

心免病法》《辜苏历程》《列国变通兴盛记》等。 

 

10.《梁启超全集》（全 20 册） 

著者：梁启超 

主编：汤志钧、汤仁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3 月 

ISBN：9787300168432 

本书属“国家清史编委会文献丛刊”，共 20 册，1500 余万字。《梁启超全集》系梁

启超研究专家汤志钧、汤仁泽父子 30 余年之心血，是迄今为止梁氏论著的集大成之作。

收录了梁启超中举前至去世，即 1889 年以前至 1929 年所见的梁启超全部著述，分为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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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诗文、译文、函电五大类二十集，每类以时间排序，另附全集篇目索引及相关资料。全集呈现了梁启超

著述的原貌，所收或录自手稿（含复印、影印件），或录自梁启超手订、手校的较早出版品，或录自最早刊载

其著作的书籍报刊，特别是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长街 54 号梁氏函札”等，是此前的梁

氏各版本全集中从所未见的。编者对全部内容进行了精当的整理、校勘、标点，并对许多没有明确撰写时间的

文章进行了考证。全集收录之全、编排之当、点校之精、印制之良，为迄今所见的梁氏全集诸版本之最佳。 

 

 

影印类 
1.《秋审案例》（全 18 册） 

作者：宋北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ISBN：9787509797754 

秋审是清代最庄重、严谨的死刑缓刑复审制度，是清代重要的司

法程序之一。本书精选清朝代表性秋审案例文献 7 种，包括刑部纂《秋

审招册案例》《秋审不符册案例》，英祥辑《秋审实缓比较成案》，

崇纲辑《秋审实缓比较续编》，刚子良辑《秋谳辑要》，佚名辑《秋审实缓比较汇案》《秋审比较汇案续编》，

多为海外图书馆所藏孤本文献，系首次影印出版。其对于呈现中华法系司法案例的各种形态及其层递发展变化

的状态，反映案例如何生成、如何适用以及如何促进相应的“司法解释”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

对于清代司法审判制度与司法建设研究，以及现今的司法案例制度建设也极具借鉴意义。 

 

2.《近代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档案汇编》（全 2 册） 

编者：厦门市档案局（馆）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561571149 

    本书据厦门市档案馆藏鼓浪屿公共租界档案影印编辑而成，起止时限为 1842 至 1949

年。本书所选档案资料，按内容分为公共租界以前的鼓浪屿、外国驻厦领事馆、公共租

界的建立、公共租界的管理、公共租界的收回等五部分，每部分根据情况分为若干类。

每个部分档案资料按事件发生的时间或档案形成时间依次编排。个别档案资料时间无法考证者，则按原档案上

所载当时收文时间编排，并于相应位置注明。同时，为尽可能多的提供档案信息，本书还选用了一些存在破损

或字迹模糊的档案。本书为鼓浪屿的历史研究和保护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清词文献丛刊·第一辑》（全 10 册） 

主编：朱惠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520130035 

清代“词学”成为一门显学。本书为《清词文献丛刊》第一辑，分十

册影印出版，共收录清代词学文献 50 余种。所收录文献均经与《丛书集成

初编》《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三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清词珍

本丛刊》等丛书比照，系首次影印出版。本套书所收录清词文献不乏名家大家之作。本丛书的出版是清代词学

文献整理出版的有益补充，同时对于清词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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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颐和园卷》（全 14 函） 

主编：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6 月 

ISBN：9787501364176 

国家图书馆藏颐和园相关样式雷图档 680 余件，其中图样包括总图、景点图、装修图

等。文档包括与工程相关的说帖、略节和做法册等。《旨意档》《堂谕档》等为样式房记

录的皇帝和内务府官衙关于修建颐和园的谕旨和指示。此外，还有雷家每天记述翔实的随

工日记、业务往来信函和家族成员之间的书信等。这些图档，对于研究颐和园以及清末皇

室和社会有重要价值。 

 

5.《中国律学文献·第五辑》（全 14 册） 

编者：杨一凡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6 月 

ISBN：9787520127776   

本书收入中国古代律学文献16种，汉代1种，明代7种，清代8

种，其中多系境外复制而来，为我国大陆所不藏，版本和史料价

值突出。每一种文献附有文献简介，主要介绍作者、版本、内容及意义价值等，以便使用者全面了解文献信息，

方便使用。其中涉及清代律学著述者有：王明德撰《读律佩觿》八卷，钱之青等校《大清律笺释合钞》三十卷，

朱轼、常鼐等修《律例总类》六卷，沈之奇注、洪弘绪增订《大清律辑注》三十卷，程梦元撰《大清律例歌诀》

二卷，曾恒德纂《律表》三十六卷，徐静夫纂《刺字汇纂》一卷，沈家本等删定《删除律例》一卷。 

 

6.《鄱阳湖区文书》（全 10 册） 

编者：曹树基、刘诗古、刘啸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5 月 

ISBN：9787313127150 

本书属“中国地方历史文献丛刊”。《鄱阳湖区文书》是一批从江西省

鄱阳湖区渔村发掘出来的契约及诉讼文书，是研究湖区渔民生活、渔业经济

和社会演进的珍贵史料。本书收录各类文书一千五百余页，以文书保存的家

族或机构为基本单位进行整理，又依据文书类型分为契约、收领犯字、纳税执照、渔课册和诉讼文书等，采用

图版与录文对照的方式双色出版。这批文书贯穿了明代中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四百余年，不仅可以

填补目前湖区文书类文献的空白，而且与其他土地类文书形成有价值的比较，从而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水

上社会的基本认识。 

 

7.《中国教会新报》（全 10 册） 

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545816129 

《中国教会新报》是美国传教士出版的教会刊物，发刊于 1868 年 9 月 5 日，

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是晚清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内容最多，影

响力最大的中文期刊。该刊由林华书院出版发行，美华书馆印刷，周期为每周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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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歇夏、歇年外，全年共出版 50 卷。从 1872 年 8 月 31 日第 201 卷起改称《教会新报》。在前后 6 年时间里，

共发行 300 卷，到 1874 年 9 月 5 日改名为《万国公报》。从 1874 年到 1883 年，《万国公报》为周刊，共出版

450 卷，1889 年到 1907 年为月刊，共出版 227 册，合计共出版 677 卷/册。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和文

字载体，该刊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研究基督教在近代世界的传播、中西文化

交流、中国近代出版史等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8.《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全 30 册） 

主编：王振忠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3 月 

ISBN：9787309134032 

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遗存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民间文书。本书以民

间收藏家收集的地方文献为主，收录徽州日记、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书

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杂录、启蒙读物等，文献的现存形态既包括稿本、抄本，又包括具

有徽州特色的刊本、富有学术价值的徽州印刷品，以及一些成规模的抄件。这些都是首度向学界披露的珍稀文

献，对于商业史、历史地理、社会史、法制史以及传统文化与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9.《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嘉庆朝》 

编者：四川省档案馆 

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3 月 

ISBN：9787564355777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现已发现的体量大、时间跨度较长、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衙

门档案。四川省档案馆从馆藏清代巴县嘉庆朝档案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案件 15 个，包括

嘉庆二年（1797）王罗氏控王升串棍毁门入室偷掣衣物银两案、嘉庆十二年（1807）重庆

府催饬巴县速查行户赵扬玉控杨鼎丰等把持垄断鱼市案，内容涉及命案、婚姻关系、借贷与商业纠纷等，反映

出清代司法制度和县级司法运作以及巴蜀地区的社会历史面貌。本书以全彩印形式展现，同时还为每一案件编

撰案情导读，方便读者阅读和利用。 

 

10.《南菁书院丛书》（全 12 册） 

编者：王先谦、缪荃孙 

出版社：广陵书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3 月 

ISBN：9787555409823 

本书为清末著名学术丛书。南菁书院位于江苏江阴城，由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光绪

十年（1884）创立，为清末国学重镇。书院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

缪荃孙等。为使“海内人士，咸知崇厉实学，以空腹高谈为耻”，该书辑录清代以来

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以及南菁书院学生所撰之优秀者，内容以经学、小学为主，也含天文、历法、术数等内

容。本书据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刻本影印。编者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湖南长沙人，清末著

名学者。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山长。缪荃孙（1844 -1919），字炎之，江苏

江阴人，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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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中文文献  

《中国革命 1911》 阿瑟·贾德森·布朗 重庆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229131692 

《黄体芳集》（全 2 册） 黄体芳（著）俞天舒（整理） 中华书局 2018 年 9 月 9787101131086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全 40 册）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 凤凰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50626966 

《常州历史文献丛书（第三辑）》（全 4 册） 常州市图书馆（编校） 凤凰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50626102 

《崔东壁遗书》（全 8 册） 崔述（著）顾颉刚（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01360420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全 14 种 20 册） 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 凤凰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50627901 等 

《晋商史料集成》（全 88 册） 刘建民（编）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6 月 9787100127004 

《〈多尔衮摄政日记〉〈司道职名册〉校释》 周莎（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9787552806816 

《湖海诗传》（全 4 册） 王昶（编纂）赵杏根、陆湘怀、赵衡（整理） 凤凰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9787550626881 

《木犀轩丛书》 李盛铎（编） 江苏广陵书社 2018 年 3 月 9787555409823 

《洪颐煊集》（全 6 册） 洪颐煊（著）胡正武、徐三见（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3 月 9787532587797 

《中琉历史关系档案（道光朝九、道光朝十、道光朝十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国家图书馆出社 2018

年 3 月 9787501363513 

《民国以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料编注》（共 4 册） 陈鸿瑜（编注）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9789571722832 

《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全 201 册） 徐雁平（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9787501362677 

《清代闺秀集丛刊续编》（全 32 册） 肖亚男（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0136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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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作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 

中文部分 

1.《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和中国》 

作者：[荷兰]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 

译者：郭金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 年 12 月 

ISBN：9787508683171 

18 至 19 世纪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及其衰落是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本书从全

球视角，通过相互比较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历史上的欧亚经济大分流。作

者以 17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和中国为例，从政府收支、财政和货币体系、官僚体制、军事与

经济政策、国家的形成与建设等角度，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认为，清朝时期中国羸弱的国家能力和低效的财政

货币制度及官僚体制等导致国家无力支持经济发展，导致清朝无法开启现代经济增长历程。而西方从殖民地掠

夺了大量资源，放宽了资源约束，率先开启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由此造成全球经济史视野下的东西方经济大分

流。原书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 - 1850s 于 2015 年由 Bloomsbury 

Academic 出版。 

 

2.《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作者：桑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ISBN：9787559810724 

本书为作者研究论文汇编，聚焦于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大约半年间的史

事，着重探讨了由共和取代帝制的历史进程。本书共分为相对独立的八章：“国事共济

会与国民会议”“列强与南北和议的纷争”“南北和谈与国民会议”“袁世凯《请速定

大计折》与清帝退位”“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接受清朝旧署”

“创建民国新阁”“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兼论清皇族的归属选择”。作者梳理比勘各类史料，反映

出晚清政权鼎革与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角逐博弈，并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讹误做了订正。 

 

3.《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作者：王东杰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ISBN：9787520705806 

本书收录了作者论文 9 篇，分别聚焦于“历史”“声音”“学问”三大主题，探讨

了晚清思想界对进化论的认识、新史家与“进化”、近代言语文化的兴起、“声音转向”

与知识革命、任鸿隽的学术观念、科学对近代道教的作用、古史观、缪钺与现代史学等

问题。作者聚焦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以及传统的残余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强调传统崩解后的零散碎片仍在继续运作，但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作者认为，传统在中国文化的变异中或催

生、或转化、或制约，中西新旧在这场大变局中有着纷繁复杂、不可避免的纠葛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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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媒》 

作者：马建标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303241156 

本书审视了近代中国媒介与权力的变迁。作者认为，媒介不仅在传播知识，同时也会

改变媒介受众的思想观念。在近代媒介的传播过程中，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活动方式在形态、

规模和速度上都将发生变化，规范人际关系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将随之而变。全书大致以时

间为线索，分别探讨了晚清帝国边缘群体的传播经历，盛宣怀与晚清媒介网络，晚清新派

读书人与帝国传播的政治化，商务印书馆及记者黄远生所体现出的民初媒介与政治，蔡元培与作为媒介的北京

大学，“一战”时期的国际传播，以及五四时期吴佩孚与现代媒介及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勾勒出了中

国近代传播史的基本线索。本书属“中华学人丛书”。 

 

5.《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作者：姚念慈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108062819 

本书为作者有关清初政治史研究的论文集，收录新作一篇（《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

及旧文三篇（《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分别从皇太极入关、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改革及玄烨结束四大臣辅政的个案入手，以实

证的方法探讨了明清战争、清初皇权政治、满汉矛盾及朝中权势关系等重大问题，展现了满族入主中原过程中

的政局演变。其中，多有内容系与前辈时贤商榷探讨者，具有一定新意。本书属“名山”系列丛书。 

 

6.《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韩琦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108063229 

本书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切入点，从全球史视野出发，综合政治、社会、文化和宗

教背景，阐述了西方科学在明清中国的传播历程。作者梳理了国内外收藏的明清时期历算

著作、传教士资料、官方档案、学者文集等诸多一手材料，勾勒出了明清近两百年间欧洲

天文学在华传播、生存状况，并生动展现了耶稣会士、皇帝和士大夫群体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其中

既有对史料细节的详细考证，也有对时代背景的综合把握。本书属“名山”系列丛书。 

 

7.《1902：中国法的转型》 

作者：李贵连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559809810 

本书主要研究 1902 年中国的法律改革问题。1902 年清政府下令变法改图推行新政，

其主要任务便是法律改革：将旧的《大清律例》改造成新的《大清现行刑律法》。本书通

过探究此次法律改革的政治动因与自身原因、传统法的终结与近代法的演生、礼法论争、

司法审判的演变转型以及西方法的输入等问题，对此次法律改革的历程与特点进行了综合研究。同时，作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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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视角出发，探求中国法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及其法律的译介与移植过程中经验与教训。本书的出版有助

于推动晚清法制的研究。本书属“新民说”系列。 

 

8.《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编者：[美]王国斌（R. Bin Wong）、[美]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 

译者：周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214222329 

本书是对先前“大分流”理论的反思和修正之作。作者试图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

变迁模式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沿袭着帝国的模式，这使其孕育了一个大

规模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而欧洲经历了更多的分裂，冲突与竞争在无意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本书将欧洲史与中国史进行比较研究，并将一些传统观点与价格理论、政治经济理论配合使用，以期对“欧洲

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一问题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另外，作者希望读者通过此书体会到“政治

经济”对于历史与未来的重要性。原书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于 2011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属“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9.《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 

作者：孙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7520132626 

本书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全书共分四编，

收录论文 12 篇。第一编考察了近代的满汉关系，从异性结拜中歃血为盟仪式、三月十九

日太阳诞辰信仰、《中国秘密社会史》文本产生的情况三个要点切入。第二编主题为西

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讨论了“东洋”概念的变迁、黄帝叙述、“人分五种说”以及“中国文明西来说”

等问题。第三编着眼于宗教题材，通过《北京条约》与基督教之本土化、19 世纪基督教与中国社会、1893 年万

国宗教大会等主题，讨论了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则是对于近代史的方法论反思。本书属“学科、

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10.《晚清人物丛考》（全 2 册） 

作者：戴海斌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 年 9 月 

ISBN：9787108063984 

本书是作者关于晚清人物研究的论文合集，分初编、二编两册，收录了自 2010 年以

来陆续在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24 篇，其中所涉及的人物既包括在晚清政局中占有重

要地位的李鸿章、张之洞、奕劻、荣禄、张佩纶、李秉衡等，也包括袁昶、刘鹗、寿富、

张元济、郑观应、王闿运、钱恂、陈三立、陶森甲、沈瑜庆等“中等人物”（取非达官显贵亦非草根平民、既

富传统素养又经新学熏陶之意）。作者在强调对史料批判与综合利用的同时，也注重与学界同仁的讨论和对话，

同时对于晚清政局发展与时世变迁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本书属“采铜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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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满学研究论集》（全 2 册） 

主编：刘小萌、王金茹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520330015 

满学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科与学术热点。本书收录了《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满族文化研究”专栏的论文 87 篇。内容可分为满族史与八旗、满族文化与萨满教、满

族家族与人物、边疆与民族、满文文献与满语（锡伯语）五部分。收录的论文有奇文瑛《遍

地视野下的辽东女真》、刘小萌《清代京城满人信仰的多角度考察》、定宜庄《关于清代

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沈培建《“族群”：一个被误解和误用的概念》、蔡名哲《满文〈西洋药书〉

第二至第六药房及相关问题》等。论文作者综合运用满、汉文习见与新出材料，研究满族制度的流变，文化信

仰的特点，语言文字的变迁，涉及有清一代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问题，内容丰富而新颖。 

 

12.《四库禁书研究》 

作者：宁侠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100156356 

本书是一部关于查毁禁书与《四库全书》之编纂的专著。作者在前人基础上，运用

政治史、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对四库禁书的缘起、背景，四库禁书的标准、分类与

查缴，四库禁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力求厘清四库禁书之始末，

并对其作以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作者尤其关注到乾隆帝从谕令征集遗书到查缴禁书的历史过程，通过

对各省奏缴板目、数量，以及四库禁书期间的文字案件等的详实梳理，认为从国家的全局看，征书、编书、审

校、禁书无不与乾隆帝力图树立统一的价值观、实现对臣民“教化”，确立符合清朝统治者利益的意识形态体

系的终极目标相关，而以往“寓禁于征”的观点不甚确切。 

 

13.《帝国的角落：英国租占威海卫研究（1898-1930）》 

作者：刘本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9 月 

ISBN：978752013284-8 

1898 年英国租占威海卫，直至 1930 年归还中国。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

是列强在华竞争时代来临、英国在远东政策调整、英国殖民史这一系列更大视野中的一

个局部。本书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外篇和内篇，外篇讨论国际环境下英国对威海卫

的政策考量及在租占问题上的中英外交，内篇讨论英国在威殖民统治、行动以及威海卫

的城市现代化。作者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威海卫殖民部档案及威海卫本地报刊，将英国租占威海卫这一事

件放在英国的远东政策与外交方针、列强在华竞争时代英国如何维护殖民利益的背景下讨论，体现出了国际视

野和整体史观。本书属“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14.《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1736-1861》 

作者：吴海波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 年 9 月 

ISBN：978710112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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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为清代产盐最多、销量最大、课税最重的盐区之一，而其私盐问题愈演愈烈。本

书对清中叶两淮私盐之缘起、发展、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力求展现出清中叶私盐、

私贩、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第一、二章聚焦于两淮私盐的运销、

规模及与活动特点，呈现出两淮私盐的具体现象。第三至五章关注与私盐相关的灶丁、盐

枭、会党，以及盐商、盐官等群体，对榷盐体制下的私盐生产、流通与官私之争等问题进

行了阐述。第六章从制度层面考察了清政府对两淮私盐的治理及其效果。附录部分整理了

两淮私盐案例、两淮盐务大事表等。本书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丛书。 

 

15.《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1881-1937）》 

作者：熊亚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8 月 

ISBN：9787520132640 

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发展有效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城镇化。本书以 1881 至 1937 年间

华北铁路沿线集镇为研究对象，以铁路沿线集镇发展与近代以来的华北城镇化进程为主

线，通过对铁路开通前华北集镇发展、铁路建设运营与集镇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开

通后沿线集镇时空格局的演变，铁路沿线集镇的产业发展与社会组织嬗变、教育发展、

管理体制变迁，铁路沿线与非铁路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之比较等问题的探讨，分别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现了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阐述了近代华北铁

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与当前华北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城镇体系失衡之

间的关系。本书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丛书。 

 

16.《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 

作者：[韩]吴金成 

译者：崔荣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8 月 

ISBN：9787214218445 

本书聚焦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与社会乱局同时并行的江西地方社会。自明初以来，江

西地区的文运发展与进士及第者人数可与江南地区比肩。尽管与湖广同属中国“粮仓”，

江西却同时输出粮食和人口，而自 19 世纪中叶，江西经济开始出现大幅下滑，今天已成

为中国本土中相对落后的地区。本书分三篇，分析了以上变化的原因及意义。第一篇“矛与盾的社会”分析了

在明清时代江西社会变迁过程中，积极与消极方面共存发展的情况。第二篇“江西的绅士”深入社会支配阶层

的绅士群体，探讨了明代南昌教案、阳明学派书院讲学运动、明清更替与绅士等问题。第三篇“都市、居民、

商人”关注明清城镇和商业的发展，并对江西商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本书属“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17.《灾害与历史（第 1 辑）》 

主编：夏明方、郝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9787100160940 

本书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

究中心共同创办的学术年刊。本刊主张以历史视野考察灾害、从灾害角度探索历史，不仅

包括灾害状况、规律、成因、应对、影响以及灾害记忆、文化、信仰等问题，同时注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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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炼总结，及时传递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设有“理论探讨与专题研究”“圆桌论坛（学

术笔谈）”“观察与思考”“灾害记忆”“研究动态”五个栏目。本辑收录艾志端《解饿符号学：从新文化史

看灾害史研究》、邓海伦《干预抑或听其自然：南宋和盛清荒政中的市场意识倾向》、李伯重《“天”亡大明：

环境史与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易代》等研究论文 20 篇。 

 

18.《满文文献研究论集（第 1 辑）》 

编者：乌云毕力格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8 年 7 月 

ISBN：9787100159005 

满文文献对清代政治制度史、文化史、边疆民族史及文献史料学研究意义重大。为

进一步整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力量，积极推动国内清史学界的国际化及与国际满学界的学

术交流，经乌云毕力格教授倡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创办《满文文献研究论集》

年刊，是为国内外第一份专门以满文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杂志。本书为第 1 辑，共

收录了论文 16 篇，内容涉及天命初期对明关系、顺治朝听事制度、清廷宴赉制度、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

以及《理藩院满文题本》《满文寄信档》等满文档案文献研究等。 

 

19.《庚子救援研究》 

作者：冯志阳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7 月 

ISBN：9787303236206 

庚子国变堪称“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京津沦陷后，规模浩大的救援活动循

序展开。本书从庚子国变后的京城与京官，庚子年间的南北交通与通讯，救援组织的成

立、筹备及具体救援活动，庚子救援行动的终局、善后等方面出发，展现了庚子国难期

间由上海绅商发起、各省疆吏合力促成的大救援活动。作者在系统梳理庚子救援之发起、

组织与实施的同时，还关注到其背后所反映的南北、官绅、华洋、新旧等诸多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省籍”

意识的勃发等问题，从而对庚子救援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此外，书后附录部分详细整理了庚子救援大事记、

相关人物小传与代表性史料。本书属“中华学人丛书”。 

 

20.《晚清协饷制度研究》 

作者：吴昌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9787520129466 

本书主要研究了协饷制度流变及其与清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利用与挖掘史料、

多学科方法运用的基础上，本书从四个方面推进了协饷制度的相关研究：厘清协饷制度

的源流，把握协饷制度的历时性变化，分析协饷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中的共性与特

性，注重影响协饷制度的多重因素。作者认为，协饷制度在清中前期有效维护和巩固清朝政权，并在晚清变局

与危机中不断革新，从而为延续清政府的统治提供了支持。但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因素的变化导致协饷制度出

现衰落，并最终为革命所击垮。本书属“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21.《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 

作者：张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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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9787100162258 

泉域社会是山西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本书通过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

方式，呈现出明清以来山西泉域社会的面貌和特色，充分展现出泉域社会的水环境、水

产业、水组织、水制度、水文化与水信仰。其中，“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水利社会

史研究的现状。第一章阐述了明清时期山西泉域社会的水资源环境。第二至四章分别讨

论了太原晋水、介休洪山、洪洞霍泉的泉域社会历史变迁。第五至九章利用水图、水碑、

水契等资料，揭示了清至民国时期山西泉域社会民众水权观念的形成与演变。第十、十

一章探讨了山西泉域社会的分水传说与水神信仰。第十二章系统阐述了山西泉域社会研究理论。本书属“田野·社

会丛书”第二辑。 

 

22.《清前期宫廷政治释疑》 

作者：杨珍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6 月 

ISBN：9787520327305 

本书为作者关于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果汇编。通过发掘原始满、汉文档案及其

与官史私籍的相互对照，本书对清前期宫廷政治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考证，重新探讨了

包括多尔衮“皇父摄政王”称号、鳌拜辅政与获罪及康熙时期皇储风波等重要问题。论

述方式上，作者以皇位传承、皇权巩固为论述主线，将相关人物的身世、行为、人与人

之间多层面的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研究对象不仅涉及皇室宗亲、大臣贵戚，亦探讨了宫廷政治中地位悬殊的

汉人、太监等群体，使内容更为多元丰富。本书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23.《近代中国社会史论》 

作者：李恭忠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6 月 

ISBN：9787305201318 

本书收录作者 15 篇论文，分上中下三篇编排。上篇“‘社会’的‘秘密’”，收录

了作者关于“江湖”“结义”“客家”，以及天地会起源传说、辛亥前后的会党等相关研

究成果。中篇“观念和制度”，内容涉及明清时期的海防著作、从 republic 到“共和”的

概念旅行、1895 年广州起义与孙中山的革命想象以及民国后期山西四县的财政等。下篇“记忆与认同”，包括

康熙帝与明孝陵的记忆建构、中山陵的建筑精神表达与实践、孙中山葬礼中的仪式与政治、“总理纪念周”与

民国政治文化等内容。本书属“南大学人文丛”。 

 

24.《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 

作者：徐佳贵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6 月 

ISBN：9787309136197 

本书以晚清时期温州府为中心，聚焦于地方、士人、知识转型，针对“地方的近代史”

这一问题做出了新的探讨。本书并未将温州府作为个案来反映或“代表”全国的基本情况，

而是着重突出“地方”，描绘了温州“士人”的知识转型视角与进程，进而延伸至温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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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地方知识转型的发端”，探讨

了地方士人与传统文教之变、地方士人与西力东渐，以及地方士人投身“维新”三个层面的内容。下编“文教

新政的地方回应”，讨论了审视学堂之兴、士人兴学与地方社会、新旧递嬗与地方士人的心态变迁等内容。本

书属“复旦博学文库”。 

 

25.《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 

作者：李细珠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年 5 月 

ISBN：9787303220038 

新政、立宪与革命是推动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三股力量，也是观察清末民初政局变

迁的三个视角。本书收录了作者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代序部分总论清末新政、立宪与

革命的互动关系，随后各篇分别探讨了清末两次日本宪政考察与预备立宪的师日取向、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韩国报刊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日韩合并与清末

宪政改革、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民初统一党与政党政治试验等主题，并附有《清末政治史研究

的宏观检讨》一文。本书属“中华学人丛书”。 

 

26.《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海域交流（15 世纪末—20 世纪初）》 

作者：[日]松浦章 

编译：孔颖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534795695 

中国的对外海上交流自古频繁。本书聚焦于 15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亚洲海域各国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帆船与轮船等船舶与贸易往来情况，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来阐述

了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代东亚海域的互动关系。作者分别从“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东

亚海域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东南海域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与近代东亚海域的船舶”“海上

丝绸之路与近代中日间轮船航运”等方面出发，展现了近代东亚与东南亚海域的船舶、人口流动、物流贸易，

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动图景及东亚海域的一体化过程。本书属“全球史与中国丛书”。 

 

27.《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1896-1919）》 

作者：张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520123693 

“科学”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其含义并非一以贯之。本书通

过考察著作的方式，梳理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学”概念含义的流变，认为近代中

国的“科学”一词系由日本引进，在 1901 年以前有分科的系统之学与对于自然的研究与

运用两个含义，严复是中国最早完整表述近代科学体系的第一人。其后，“科学”在中

国经历了由“分科之学”向教科之“科学”的转变。在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本书还探讨了“科学”与清末民初

教育、思想发展的关系，认为中学在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过程之后又开始了向整体性“科学”的过渡。本

书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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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章太炎与明治思潮》 

作者：[日]小林武 

译者：白雨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208149434 

本书探讨了章太炎的知识营构与日本明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其学问与思想

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章太炎的知识营构具有开放性，明治三十年代的日本思潮对其

影响巨大，这在《訄书》重订本诸篇所引的书籍及章氏用语中都有体现。在明治时期的

日本，叔本华的哲学大为流行，对章太炎厌世哲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另外，日本学者姉崎正治与中江兆

民也在知识方面亦给予了章氏一定的刺激。本书是第一部详尽研究章太炎与其所接受的明治日本学术的著述，

也是国内第一部翻译出版的日文章太炎研究著作。原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于 2006 年由日本研文出版。本书

属“章学研究论丛”。 

 

29.《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作者：林少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4 月 

ISBN：9787208149854 

本书聚焦于 1900 至 1911 年间章太炎的思想，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将此一时期的章氏

思想置于国际政治格局与西学东渐的学术语境当中，尤为强调“东京”这一场域的作用。

全书质疑“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晚清思想史叙述框架，并对半个世纪以来中、

英、日文研究成果有所回应。本书试图透过崭新的叙述框架，彰显章太炎及其周边的历

史位置，以及整个晚清在中国现代性中的历史定位，从而借此向读者展示“晚清”作为思想课题的可能、重释

中国现代性的可能。本书属“章学研究论丛”。 

 

30.《大变局下的文化相遇：晚清中西交流史论》 

作者：吴义雄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 年 3 月 

ISBN：9787101119619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论文 14 篇，分为四大主题。其一为“晚

清来华西人与西学输入”，探讨了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知识结构的演化、鲍留云与西方经济

学的传入、西方人体生理知识的在华传播、谢卫楼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等主题。其二为

“西人视野里的中国”，分别基于《中国丛报》《万国公报》《中国传教年鉴》《教务杂

志》等刊物对西人视野里的清朝政治、传教士对晚清改革与革命的反应、台湾形象建构等问题作了探讨。其三

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之人物与思想”，主要聚焦于林则徐、徐继畬、梁发与洪秀全、容闳等人物。其四为“传播

媒介与语言工具”，探讨的是中西交流中的媒介与语言问题。作者搜集并采用了相当多的罕见史料，在论述上

也提出了不少新见。本书属“中大史学文丛”。 

 

外文部分 
1. Stretching the Qing Bureaucracy in the 1826 Sea-Transport Experiment 

Author: Jane Kate Leonard 

Publisher: 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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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Date: 2018-12 

ISBN: 9789004384583 

In a new study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1826 experiment in sea transport of government 

grain in respons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Grand Canal (1825), Jane Kate Leonard highlights how 

the Daoguang Emperor, together with Yinghe, his chief fiscal adviser, and Qishan, 

Governor-General of Liangjiang, devised and implemented this innovative plan by temporarily 

stretching the Qing bureaucracy to include local “assistant” officials and ad hoc bureaus and by 

recruiting private organizations, such as merchant shippers, dockside porters, and lighterage 

fleets. Thi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explains how the Qing leadership was able to respond 

successfully to crises and change without permanently expanding the reach and expense of the 

permanent bureaucracy. 

 

2.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Author: Yuanchong Wang 

Publish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8-12 

ISBN: 9781501730504 

The book examines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n empire into a modern state through the 

lens of Sino-Korean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corporating Korea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nchu regime used its 

relations with Chosŏn Korea to establish, legitimize, and consolidate its identity as the civilized 

center of the world, as a cosmopolitan empire, and as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The author illuminates how this 

relationship served as the very model fo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is work reveals new insights on the clashe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ystem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ereign states in East Asia. Most significantly,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breaks free of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oriented paradigm,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through which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Korean impact on the Qing Dynasty. 

 

3. Footbinding as Fashion: Ethnicity, Labor, and Status in Traditional China 

Author: John Robert Shepherd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8-12 

ISBN: 9780295744414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practice of footbinding in imperial China have theorized that it 

expressed ethnic identity or that it served an economic function. By analyzing the popularity of 

footbinding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times, the book investigates the claim that early Qing 

attempts by Manchu rulers to ban footbinding made it a symbol of anti-Manchu sentiment and 

Han identity and led to the spread of the practice throughout all levels of society.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Taiwan, 

Hebei, and Liaoning provinces exploit rich bodies of previously neglected ethnographic reports, economic surveys, and 

rare censuses of footbinding to challenge the significance of sedentary female labor and ethnic rivalries as factors 

leading to the hegemony of the footbinding fash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dependently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factors, variations in local status hierarchies and elite culture coupled with status competition and fear of 

ridicule for not binding girls’ feet best explain how a culturally arbitrary fashion such as footbinding could attain 

hegemon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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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uthor: Jenny Huangfu Day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8-12 

ISBN: 9781108471329 

Prior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West occupied an anomalous space in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populated by untamable barbarians and unearthly immortals. First-hand account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Qing envoys and diplomats to Europe unraveled that perception.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interweaves the history of Qing legation-building with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China’s first official 

travelers, envoys and diplomats to Europe. The books show how diplomat-travelers navigated the conceptual and 

physical space of a land virtually unmapped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nd created a new information order. 

This study reveals the fluidity, heterogeneity, and ambivalence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layers of tension between 

think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bout the West.  

 

5. Beyond Chinoiserie: Artist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1796-1911) 

Editor: Petra ten-Doesschate Chu, Jennifer Milam 

Publisher: Brill 

Publication Date: 2018-11 

ISBN: 9789004387836 

The complex interweaving of different Western visions of China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artist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yond 

Chinoiserie addresses the complexity of this exchange. While the playful Western “vision of 

Cathay” formed in the previous century continued to thrive, a more realistic vision of China was increasingly formed 

through travel accounts, paintings, watercolors, prints, book illustrations, and photographs. Simultaneously, the new 

discipline of sinology led to a deepe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Leading and emerg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s of art history, literary studies and material culture, have authored the ten essays in this book, 

which deal with art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t a time when Western powers’ attempts to extend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China led to increasingly hostile political interactions. 

 

6. Zinc for Coin and Brass: Bureaucrats, Merchants, Artisans, and Mining Laborers in 

Qing China, ca. 1680s-1830s 

Author: Hailian Chen  

Publisher: Brill 

Publication Date: 2018-11 

ISBN: 9789004383043 

The book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zinc—an essential base metal used to produce brass 

and coin and a global commodity—over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Zinc, she argues, played a 

far greater role in the Qing economy and in integrating China into an emerging global economy, 

than has previously been recognized. Using commodity chain analysis and exploring over 5,800 items of archival 

document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this metal was produced, transported, traded, and consumed by human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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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is House Is Not a Home: European Everyday Life in Canton and Macao 1730-1830 

Author: Lisa Hellman 

Publisher: Brill 

Publication Date: 2018-10 

ISBN: 9789004384545 

The book offers a study of European everyday life in Canton and Macao. How foreigners 

could live, communicate, move around – even whom they could interact with – were all things 

strictly regulat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Europeans sometimes adapted to, and 

sometimes subverted, these rules. Focusing on this conditional domesticity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Using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a 

minor European actor in an expanding Asian empire, as a point of entry highlights the multiplicity of actors taking part 

in local negotiations of power. The European attempts at making a home in China contributes to a global turn in 

everyday history, but also to an everyday turn in global history. 

 

8. 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1850 to 1950: Understanding Chaoben 

Culture 

Author: Ronald Suleski 

Publisher: Brill 

Publication Date: 2018-10 

ISBN: 9789004361034 

The book introduces 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in the century from 1850 to 

1950. They have left us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chaoben 抄本) now flooding the 

antiques markets in China. These documents represent a new and heretofore overlooked 

category of historical sources. The author giv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chaoben with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He offers examples of why they were so important to the poor laboring masses: people wanted horoscopes 

predicting their futu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hosts causing them headaches, a few written words to help them trade in 

the rural markets, and many more examples are given.  

 

9.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Author: Ronald C. Po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8-10 

ISBN: 9781108424615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reductive to view China over this period exclusively as a 

continental power with little interest in the sea. With a coastline of almost 14,500 kilometers, 

the Qing was not a landlocked state. Although it came to be known as an inward-looking 

empir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Qing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maritime world through its 

naval development and customs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ontrast to our orthodox perception, the Manchu court, in fact, 

deliberately engaged with the ocean politically, militarily, and even conceptually.  

 

10. Jesuits and Matriarchs: Domestic Wo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Author: Nadine Amsler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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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0295743806 

In early modern China, Jesuit missionaries associated with the male elite of Confucian literati 

in order to proselytize more freely, but they had limited contact with women, whose ritual 

spaces were less accessible. The book brings the domestic and devotional practices of women 

into sharp focus, uncovering a rich body of evidence that demonstrates how Chinese 

households functioned as sites of evangelization, religious conflict, and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 resulting exploration of gendered realm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reveals 

networks of religious sociability and ritual communities among women as well as women’s 

remarkable acts of private piety. The author’s archival research and atten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reveals new insights about women’s agency and domestic activities. 

 

11. Eunuch and Emperor in the Great Age of Qing Rule 

Author: Norman A. Kutcher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blication Date: 2018-7 

ISBN: 9780520297524 

The book off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unuchs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imperial rule in the 

first century and a half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eriod encompassed the reigns of thre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emperors, men who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great eunuch 

corruption of the fallen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explores how Qing emperors sought to 

prevent a return of the harmful excesses of eunuchs and how eunuchs flourished in the face of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upon them. We meet powerful eunuchs who faithfully served, and in some cases ultimately betrayed, their emperors. 

We also meet ordinary eunuchs whose lives, punctuated by dramas large and small, provide a fascinating perspective 

on the Qing palace world. 

 

12.《清末中国の士大夫像の形成：郭嵩燾の模索と実践》 

作者：小野泰教   

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ISBN: 9784130261593 

初代駐英公使として著名な郭嵩燾が中国社会，西洋社会にいかに向き合っていたか，

士大夫像の模索という観点から迫る。地方官経験，西洋体験，そして経学·諸子学にお

ける思想と実践という三つの局面を軸に郭嵩燾の生涯がいかなる問題意識であったの

か，他の知識人との比較を通じて中国の近代を描く。 

 

13.《清代珠江デルタ図甲制の研究》 

作者：片山刚   

出版社：大阪大学出版会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ISBN: 9784872596137 

明初に中国全土に施行された里甲制（土地税等の公租·公課を徴収する制度）のう

ち、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において清末·民国期まで特殊に存続した図甲制の制度的構造

とともに、その構造を支えた社会的基盤を、江戸時代の村請制度と対比しつつ解明。

図甲制が、土地税等の徴収·納入制度にとどまらず、華北や華中の歴史と対比した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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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浮き彫りになる、珠江デルタの歴史がもつ個性を解明していく関鍵となることを指摘する。 

 

14.《満洲の戦後―継承·再生·新生の地域史》 

编者：梅村卓、大野太干、泉谷阳子 

出版社：勉诚出版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 9784585226918 

「満洲国」崩壊後の移行期の生活·経済·文化に焦点を当てる日本敗戦後の満洲(中

国東北地域)で人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のか。経済·文化面ではいかなる変動があったのか。

満洲国時代から、日本敗戦、国共内戦、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を経て、1954 年に東北が

中国の一地域に再編されるまでを連続的にとらえ、移行の実態を明らかにする。従来の

研究では十分ではなかった国民政府時期の状況、中国·アメリカ·ロシア·日本の国家間の政局に翻弄され

ながら生きる民衆に着目した画期的成果。 

 

15.《台湾の日本仏教：布教·交流·近代化》 

编者：柴田干夫   

出版社：勉诚出版  

出版日期：2018 年 8 月  

ISBN: 9784585226888 

1895 年から 1945 年までの日本統治時代に曹洞宗、真言宗、浄土真宗本願寺派、大谷

派などの仏教教団各宗派が展開した布教活動に焦点を当てる。従軍布教をはじめ、病気

平癒を求める現世利益的な行動のほか、救済·医療·教育·出版など多様な活動を通じ

た布教方法の実態を考察。さらに本願寺の大谷光瑞の活動を通じて、台湾の産業化、近

代化の様相を明らかにする。 

 

16.《世界史史料 9 帝国主義と各地の抵抗 II 東アジア·内陸アジア·東南アジア·

オセアニア》 

编者：历史学研究会   

出版社：岩波书店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 978007307799 

19 世紀から 20 世紀初頭にかけて、支配領域の拡大をはかる列強の侵出や近隣諸国と

の交渉から、転換·改革を迫られたアジア·オセアニア諸地域の動揺を、多角的な史料

でとらえる。 

 

17.《近代日本の中国観 石橋湛山·内藤湖南から谷川道雄まで》 

作者：冈本隆司  

出版社：讲谈社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ISBN: 9784065123522 

日本は、つねに中国を意識しながら歴史を歩んできたが、とくに、明治維新以後、近

代日本となって以来、中国研究はきわめて深く、幅広いものとなり、東洋史という歴史

分野を生み出した。では、明治以降、戦後に至るまでに、日本人はどのように中国を研

究し、考えてきたのか。歴史に名を残す学者たちの研究をあらためて読み直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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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の中国観」の形成と変遷を跡づける。それはまた、日中関係を考え直す契機にもなるだろう。数多くの論

者の中国論にふれ、その歴史を読み直す。 

 

18.《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聯日」と「抗日」のあいだ》 

作者：赵军   

出版社：ミネルヴァ书房  

出版日期：2018 年 5 月 

ISBN: 9784623083497 

「大亜洲主義」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旧来の秩序が激変した近現代中国においてアジ

アの理想像を模索した思想の実像に迫る。「アジア主義」「大アジア主義」の評価、認

識をめぐる定説には、日中両国で大きな隔たりがあった。本書は、李鴻章や中西功など、

アジア主義に関する代表的な人物の資料から、その点を指摘する。アジアの統合·協力

が叫ばれた時代における中国側の動向を中心に研究、分析し、現在の「アジア共同体」議論に及ぶ影響を改

めて考察し、問い直す一冊である。 

 

19.《憲政から見た現代中国》 

编者：中村元哉  

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版日期：2018 年 5 月 

ISBN: 9784130261586 

国家の根本法である憲法はいかにあるべきか。社会主義を選択した中国において、民

主主義やそれを制度化する憲政がどのように扱われ、認識されてきたのか。20 世紀から

現代を射程に近現代中国を、憲政をキーワードに日中の研究者が香港·台湾との関連も

ふまえて歴史的に考察する。 

 

其他中文著作  
《言为心声：明清时代女性声音与男性气概之建构》 何宇轩 台湾秀威资讯 2018 年 12 月 9789863266068 

《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 陈锋、常建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9787520131834 

《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 刘诗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9787520131940 

《现代的先声：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 姚达兑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9787306064745 

《香火新缘：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 [法]吕敏、[法]陆康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 11 月 

9787508673257 

《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 刁书仁 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9787030562333 

《清代词学思想流变》 陈水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20130622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清代重庆城空间形态研究》 许芗斌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112225279 

《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 胡小远、陈小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301299074 

《清代监察法及其效能分析》 焦利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19726935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 邓小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67576919 

《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2018 年第 1 辑，总第 2 辑） 朱庆葆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3052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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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北方：清代夏峰北学研究》 王坚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10 月 9787100144384 

《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 邱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20132893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 [美]浦安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 10 月 9787108060488 

《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 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 新华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16643303 

《康有为孔教思想研究——基于古典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王士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20324656 

《1931 年前郑孝胥》 李君 中华书局 2018 年 10 月 9787101134094 

《清史实录：政治、外交、文化与革命》（全 2 册） 王开玺 东方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20705479 

《明月清风：明清时代的人契约与国家》 王帅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20133241 

《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 曹南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9787520137058 

《清代骈文研究》 吕双伟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32588473 

《清代汉赋学理论与批评》 何易展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010183800 

《招商局：历史与创新发展》 胡政、陈争平、朱荫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20130110 

《晚清政治地图：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和世界》 马平安 团结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12663022 

《明清时期湖广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 刘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20327299 

《清代中泰关系》 王巨新 中华书局 2018 年 9 月 9787101131260 

《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转变》 杨宇振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68910057 

《曾国藩与晚清政治》 朱东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9787520123907 

《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 孙卫国 台大出版中心 2018 年 8 月 

9789863503088 

《垂天之云：欧洲汉学与东/西人文视域的交映》 杨雅惠 台湾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 2018 年 8 月 

9789860566376 

《数学的东亚穿越》 洪万生 台湾开学文化 2018 年 8 月 9789869668200 

《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 丘为君 台大出版中心 2018 年 8 月 9789863502890 

《晚清蚕桑局及蚕桑业发展研究》 高国金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11629838 

《无大无小？袁世凯与朋僚》 侯宜杰 东方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20703680 

《清代散见戏曲史料研究》 赵兴勤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309136746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 傅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67568693 

《漠南军府——清代绥远城驻防研究》 黄治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20132008 

《德国来青传教士卫礼贤与中国典籍译介》 张大英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20327299 

《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周增光 华夏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9787508093925 

《东方堡垒：香港军事史 1840-1970》 邝智文、蔡耀伦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9789888513666 

《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 姚达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20325707 

《多维视野下的清代黔铅开发》 马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2012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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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维国本：晚清官书局研究》 王晓霞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49373208 

《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杨丽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32588435 

《发现东亚》 宋念申 新星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13330398 

《清代藏书史论稿》 刘鹏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13057004 

《“约法”社会——清代民国清水江流域契约社会环境中的民族法秩序》 徐晓光，谢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8 年 7 月 9787516193006 

《上海会审公廨审判研究》 洪佳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208150867 

《晚清幕府：变动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 李志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9787552023992 

《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 蔡锦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9888165360 

《新史观·新视野·新历史》 李伯重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67572010 

《清代广州佛教寺院与城市生活》 何韶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112218677 

《服制命案，干分嫁娶与清代衡平司法》 顾元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19723255 

《海上空间：晚清寓居城市的现代性》 梁允翔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32650583 

《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 苏精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33476557 

《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301296769 

《晚清政治新论》 王开玺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6 月 9787100158503 

《清末“游西记”中的“西洋政制”图景》 朱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20313117 

《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 杨品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9787520304856 

《章太炎的政治哲学：意识之抵抗》 [美]慕唯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  9787567576865 

《服制视野下的清代法律》 高学强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9787519720506 

《学业、革命与前程——大转局中的清末浙江学生（1901-1911）》 刘训华 中华书局 2018 年 5 月 

9787101132373 

《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蔡鸿生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5 月 9787100159715 

《神圣与凡俗：明末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遭遇》 张振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9787520124515 

《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张寿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4 月 9787303222858 

《中华通历·明清》 王双怀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 年 4 月 9787561399019 

《清帝国司法的时间、空间和参与者》 邓建鹏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9787519712778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 谭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9787520113922 

《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 黄敬斌 中华书局 2018 年 1 月 9787101122114 

《粮食流通与市场整合：以乾隆时期长江中游为中心的考察》 赵伟洪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  

9787509651377 

《宫廷与异域：17、18 世纪中外物质文化交流》  任万平、郭福祥、韩秉臣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  

978756156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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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清史研究》2018 年目录 

2018 年第 4 期 

《缙绅录》与清史研究”专栏 

 

阚红柳 缙绅录的阅读与清人百态 

陈必佳，康文林，李

中清 

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以《缙绅录》

数据库为材料的分析 

胡祥雨 清末新政与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1901-1912）——基于《缙

绅录》数据库的分析 

张瑞龙 

学术专论 

清代缙绅录史料价值的检讨——以所载“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 

 

宝音德力根 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 

汤开建，周孝雷 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以该会《中国各地买地

建堂单》为中心 

高  波 晚清京师政治中“同治”话语的形成与变异 

陆  胤 从“记诵”到“讲授”？——清末文教转型中的“读书革命” 

读史札记  

永莉娜 从王公包衣佐领的调整看雍正帝初政 

学术动态  

郭常英 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孙喆，雅瑶 2017 年清史研究综述 

 

2018 年第 3 期  

青年学者论坛  

杨双利 清代灾赈数据的生成及相关问题——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 

屈  成 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 

陈重方 清代检验知识的常规与实践 

赵  力 “外邦人的唇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宁波口语学习（1844-1911） 

学术专论  

谢美娥 露浓麦肥、草长豆稀：清代台湾的春花与粮食供给 

马  琦 实征、定额与奏销：清代云南矿税研究 

周  琳 殴斗的逻辑——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的脚夫组织 

曹  雯 晚清租界的早期发展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由来 

读史札记  

玉  海 清初阿鲁蒙古伊苏特部贵族祖源考述 

孙  江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百年清史专题  

杨念群 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研究范式的转移——以近百年相关讨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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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2 期 

学术专论  

刘凤云 陪都盛京：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孔令伟 1724-1768 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

识起源为核心 

郭文忠 土尔扈特东归中哈萨克形象再研究——以阿布赉汗为中心 

张伯国 清代回疆办事大臣衙门章京职任考察 

张振国 “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清代外官久任制度考论 

廖晓晴 论清朝查禁秧参政策 

蔡香玉 乾隆末年荷兰使团表文重译始末 

屈广燕 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情况初探( 1684-1881) 

陈先松 海军衙门经费析论 

王  涛 太平天国时期英军在太湖平原的地图测绘 

读史札记  

王立群 墨海书馆迁址与停业时间考 

 

2018 年第 1 期  

学术专论  

刘小萌 内务府管领中的“尚藩”人口 

杨  珍 康熙朝宦官新探 

安东强 《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张一弛 御制《盛京赋》与清代政治文化——以《盛京赋》的发布、传播与阅读为中心 

赵  毅 清代新疆义仓与地域社会 

周  健 改折与海运: 胡林翼改革与 19 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左  攀 禁烟展限案与全国首起谘议局辞职风潮——以《广西禁烟案汇钞》为中心 

李文杰 君相关系的终曲——清季内阁与军机处改革 

邢  科 《东西史记和合》与晚清世界史观念 

读史札记  

韩  琦 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 

娜鹤雅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就地正法之制 

国外清史研究  

Н.А.萨莫伊洛夫著 

（荆宇航 译） 

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 

 

Late Imperial China《清史问题》2018 年目录 

Volume 39, Number 2, December 2018 

Jonathan Schlesinger, Juicy Bits from the Archive: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Microhistory: 

Lessons from the Muwa Gisun 

Fan Wang, The Distant Sound of Book Boats: The Itinerant Book Trade in Jiangna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Ying Zhang, Combating Illness-Causing Demons in the Home: Fabing Treatise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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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hrough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ristan G. Brown, The Deeds of the Dead in the Courts of the Living: Graves in Qing Law 

Volume 39, Number 1, June 2018 

Creative Engagement: Encountering Early Modern China through Literary and Performing Arts 

Jie Guo, Bringing the Golden Lily into Blossom: A Libretto in Progress 

Carla Nappi, Imagining History/Writing Late Imperial China 

Ann Waltner, Sharing the Dream with New Audiences via New Media 

David Brophy, Confusing Black and White: Naqshbandi Sufi Affilia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Qing Rule in the Tarim 

Basin 

Bradly W. Reed, Bureaucracy and Judicial Truth in Qing Dynasty Homicide Cases 

 

清史论文分类索引 

（2018 年 6 月- 12 月） 

政治 

“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蕴探析  贾国静  历史研究  2018:5 

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  历史研究  杨海英   2018:4 

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  李皓  近代史研究  2018:3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  侯宜杰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6 

嘉庆十四年书吏冒领库项案档案  刘文华  历史档案  2018:4 

清代圆明园与紫禁城关系考辨  何瑜  历史档案  2018:4 

清代内务府万善殿官学考论  李立民  历史档案  2018:4 

顺治朝南北党争探析  李嘉昌，刘德州  历史档案  2018:4 

从整理馆藏档案谈清代内务府满文连报单  王景丽  历史档案  2018:4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惩处康梁党人档案选编(下)   赵增越  历史档案  2018:3 

论清代司道府官员的考核 常越男  历史档案  2018:3 

清代盛京巡察官考述  陈晨  历史档案  2018:3 

雍正朝京北三镇的扩兵  张建  历史档案  2018:3 

清末部院衙门的值日制度  冬烘刚  历史档案  2018:3 

戎幕坐啸八年 ——左宗棠幕僚生涯再研究  李志茗  史林  2018:4 

美国驻华公使对戊戌变法的观察  崔志海  史林  2018:4 

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上海的驻军与撤军  葛夫平  史林  2018:3 

倚重与警惕:1843 年的团练“防夷“之议与清廷决策  崔岷  史学月刊  2018:11 

吴汝纶对淮军形象的书写及其意义  甘松，卢坡  史学月刊  2018:8 

晚清学制变动中学官仕宦生态与西学体认——以叶昌炽初任甘肃学政为中心  安劭凡  史学月刊  2018:8 

清初福建军费困境下的卫所裁撤  杨园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4 

清代的坐省家人 江晓成  中国史研究  2018:3 

清代同光年间的早朝  李文杰  文史  2018:2 

                                                             
 论文选自《历史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近代史研究》《历史档案》《史林》《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

《西域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农史》《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中华文

史论丛》《文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月

刊》，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法制史研究》《古今论

衡》《新史学》，日本《東洋史研究》《東洋学報》《史学雑誌》《歴史学研究》《史林》《東方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美国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荷兰 T’oung Pa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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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疆域：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乾隆时期二匣回疆钱币研究  赖毓芝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8:3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央による首都防衛構想について——直隷練軍試論を兼ねて  根無新太郎  東洋学報

Vol.99, No.4(2018-3). 

John E. Herman, From Land Reclamation to Land Grab: Settler Colonialism in Southwest China, 1680–173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8, No.1(2018). 

Chan Ying-kit 陈英杰, The Odyssey of a Guangdong Official: Deng Chengxiu and Late Qing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52 (2018). 

Chen Bo, Nation-state, Diversity, the Others, and the Others of the Others: A Response to Nicolas Standaert,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52 (2018). 

Claudine Ang, Writing Landscapes into Civilization: Ming Loyalist Ambitions on the Mekong Delta, T’oung Pao, 

Vol.104, Issue 5-6 (2018). 

Angela Schottenhammer, Book Review: Ming Loyalists in Southeast Asia: As Perceived Through Various Asian and 

European Records. By Claudine Salmon, T’oung Pao, Vol.104, Issue 5-6 (2018). 

Robert J. Antony, Book Review: Forgery and Impersonation in Imperial China: Popular Deceptions and the High Qing 

State. By Mark McNicholas, T’oung Pao, Vol.104, Issue 3-4 (2018). 

Peter Zarrow, Book Review: The Politics of Righ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By Xiaowei Zhe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7, Issue 4 (2018). 

Lhamsuren Munkh-Erdene, The Rise of The Chinggisid Dynasty: Pre-Modern Eurasian Political Order And Culture at 

a Gl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5, Issue 1 (2018). 

Jing Fenghua, “Compassion for the Weak”: Juvenile Offenders in the Qing Dynasty Legal System, Modern China, 

Vol.44, Issue 4(2018). 

 

社会 

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  邱捷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6 

同治四年总兵庆锡等为父鸣冤案档案  赵增越  历史档案  2018:4 

嘉道时期漕运旗丁呈控案述论  沈胜群  历史档案  2018:4 

清代州县衙门中的官媒  吴佩林，张加培  历史档案  2018:3 

授之以渔：土山湾孤儿院与近代上海孤儿救济  徐华博  史林  2018:6 

苏裱：明清苏州装裱师系谱  黄泳  史林  2018:4 

夜航船：明清江南的内河航运网络及其公共场域  陈宝良  史学集刊  2018:5 

灾荒危机与地方社会——咸丰年间桐乡知县戴槃的活动与记述  冯贤亮  史学集刊  2018:5 

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  朱浒  史学月刊  2018:8 

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  王天根  史学月刊  2018:7 

清初璧山县属合州说献疑  何旭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3 

清代珲春地区洪涝灾害与赈灾政策——以乾隆十五年灾害为例  庄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3 

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  黄忠鑫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3 

日记中的历史：绍英眼中的清末民初  张剑  中华文史论丛  2018:3 

清代前期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再结构  谢湜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习俗与契约治理：清代山西土地典契定价的量化分析   何石军，温方方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从财政史视角再析海防塞防之争  陈先松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清代江南与徽州之间的运棺网络及其协作机制——以善堂为中心  张小坡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  常建华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抱冲斋诗集》所见清代刑官生涯志业  陈灵海  学术月刊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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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商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从广告字纸看清代消费社会与文化史之一面相  巫仁恕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8:2 

女权话语与性别实践：评介《晚清女权史》  赵婧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2018:1 

依违于江湖与庙堂之间──明清之际保标行迹考  陈熙远 新史学 2018:2 

「壁」の喪失－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城壁撤去問題について－  村上衛  歴史学研究  No.971(2018-6) 

清律の「老小廃疾収贖」条における司法上の展開―未成年者殺人事件を中心に  李冰逆  史林  Vol.101, 

No.3(2018-5) 

日中戦争初期華北における佛教同願會の成立と對日協力  廣中一成  東洋史研究  Vol.77, No.2（2018-9） 

Zhiqiu Zhou, Book Review: Cong Yanshi Dao Xingshi: Tongzhi Shuxieyu Jinxian Dai Zhongguo de Nanxing Jiangou 

[From Amorous Histories to Sexual Histories: Tongzhi Writi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in Late Qing 

and Modern China]. By Wai Siam He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7, Issue 2 (2018). 

Harriet Zurndorfer, Celestial Women: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Song to Qing. By Keith McMahon, 

T’oung Pao, Vol.104, Issue 3-4 (2018). 

 

经济 

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  虞和平，吴鹏程  历史研究  2018:3 

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新探  廖文辉  历史研究  2018:3 

晚清地方蠲灾钱粮考成的常见术语及核算技术  郭永钦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6 

《江海全图》与道光朝海运航路研究  王耀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5 

道光十年查办两淮私盐档案选  方裕谨  历史档案  2018:4 

清代灾后土地原价回赎政策  刘宗志  历史档案  2018:4 

清代盛京地区旗仓考索  庞润娟，穆崟臣  历史档案  2018:4 

清代升平署档案的经济史料价值  张林峰  历史档案  2018:4 

清末台湾兴办矿务档案(下)  伍媛媛  历史档案  2018:3 

清初档案所见明季“宝渊局”考  郭丛  历史档案  2018:3 

钱粮博弈：明到清前期江南减赋呼吁及其效果  朱声敏，范金民  史林  2018:4 

清代“找价回赎”三十年时限考析  谢开键  史林  2018:4 

从地毯工业看近代京津经济关系(1900-1937)  熊亚平  史林  2018:3 

晚清户部与外省革除钱粮积弊之论争  李光伟  史林  2018:3 

清代骑射制度下的黑豆价值及其时代命运  刘仲华  史学月刊  2018:11 

清嘉道时期地丁数字核算模式初探——兼论财政地丁类抄档使用问题  郭永钦  中国史研究  2018:4 

“求富”的契机：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创办再研究  朱浒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8:4 

“不可露出宽裕之象”：财产合法性与清代官员家产结构  林展，云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论乾隆时期的关税征收  倪玉平  学术月刊  2018:9 

20 世紀中国における人口論の展開  吉澤誠一郎  歴史学研究  No.978(2018-12). 

 

边疆民族 

穆克登确定的鸭绿江二源与后世争议分水岭  李花子  近代史研究  2018:5 

论《新疆图志》中的国家意识  黄晓东，宋晓蓉  西域研究  2018:3 

张广埏与《万里游草》研究  周燕玲，吴华峰  西域研究  2018:3 

清代云贵地区的矿务管理与地方行政——以厂员、店员、运员为中心  马琦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3 

清前中期黄海海防述论  高志超，王云英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3 

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思想与措施  杨圣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4 

从京饷到协饷——清代东三省俸饷初探  刘文华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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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黄梅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4 

1896 年中英“藏哲边界”交涉与勘界研究  张永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4 

18 至 19 世纪初西人的南海测绘与黄岩岛地名演变  王涛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4 

越南《大南一统志》编撰的相关问题研究  韩周敬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3 

清代帕米尔西部、南部国界与什克南、瓦罕疆域范围  侯杨方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3 

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新探  张力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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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 Porter, Manchu Racial Identity on the Qing Frontier: Donjina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li, Modern China, 

Vol.44, Issue 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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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1899 年中法广州湾租借地勘界交涉研究  郭康强  史林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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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Du, Book Review: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By Song-Chuan Ch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7, No.4 (2018). 

Stan Neal, Imperial Connections and Colonial Improvement: Scotland, Ceylon, and the China Coast, 1837-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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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书院史籍藏贮初探  周倩  史学史研究  2018:3 

陈天华留日期间的思想走向辨析  刘云波  史学月刊  2018:12 

清代殿本售卖流通考述  项旋  史学月刊  2018:10 

从无政府主义到国粹思想——论钱玄同思想的师承因素(1906-1908)  崔庆贺  史学月刊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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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顾千里“西郊”、“四郊”之争再研究  华喆  文史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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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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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杭州地区初雪档案辑录  刘炳涛  历史档案  2018:3 

英国海道测量局所绘黄浦江实测地图初探（1840-1911）  牟振宇，宋海燕  史林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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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梨种植区域分布与栽培种类研究——基于《方志物产》的分析  黎孔清，包平  中国农史  2018:5 

论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邵作舟的治黄主张——以《论黄河挽回故道》《郑州决河私议》为中心  张小平  中国农史  

2018:4 

河下沙田：晚清以来兰考地区河道变迁与区域生计  申志锋  中国农史  2018:4 

论长江三峡地质灾害后的江流与航道变迁——以 1896 年云阳县兴隆滩的滑坡灾害为中心  尹玲玲  中国农史  

2018:4 

晚清中西蚕学知识的交流与互动——以蚕微粒子病防治为中心  宋元明  中国农史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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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诠释. By Zhou Weimin 周伟民, Tang Lingling 唐玲玲,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ume 5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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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文集》（全 12 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戴逸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在清史、中国近代史领域成就卓著，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

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同时，他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

阔。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

有建树。 

戴逸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著作对学界和非专业大众读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经久不衰。而戴先

生从未有过文集出版，他的著述散见各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编排，尤其是主持编纂《清史》以来的文章尚未

经过系统整理，这一直是学界一大憾事。此次出版的《戴逸文集》，系统整理了先生治学之初至今的全部著述，

包括专著、文章（专论、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 12 卷本的文

集，共计 14 册，总规模约 700 万字。它既是戴先生多年治学的成果精华，也是后辈学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必

读之书。 

 

  《乾隆帝及其时代》 

  《简明清史》（全２册） 

  《中国近代史稿》（全 2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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