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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极其庞大而杂&若笔者误读此书的论点或资料&望斧正和见谅'

金弘吉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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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继承其师大庭独特的学术传统&对於明清以降的

东亚各国间贸易$航运业$海上人?等领域都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年

出版的,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
H

研究-一书&包括了清代帆船在

东亚海域航运活动以及同时期海商海
H

情形两大主题&是松浦章长期研究成

果的一次结集&较
'

集中地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治学路径'

传统中国的传世文献关於海洋活动记
3

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分散零碎'

因此&常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政府的管理层面&而对於从事海洋活动的

人?$具体的贸易过程等方面的探讨则极
'

有限'引导这一领域研究进展

的&是各种新资料的不断开掘'"!.$年代以前&主要是傅衣凌对於福州留存

的柔远馆$琉球人碑刻资料的调查和搜集!傅衣凌& .福州琉球通商史矦调

查记/&载萨士武$傅衣凌$胡寄馨合著& ,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 -&福

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1$年代以後&虽有

不少笔记$文集中相关
;

容的发现&而最
'

显著的成绩当属漂流$海难资料

的集中发掘和使用'大庭对於日清贸易之间的书籍流通与文化交流的研

究&开创了利用漂流船资料的研究路径!大庭& ,江
]

时代FLMK唐船

持渡书2

y

究 -&吹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0"'在此基础之

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漂流船资料&?与台湾等地

学者合作&展开大量的研究'此外&王振忠利用,唐土门簿-$ ,海洋来往

活套-等留存日本的民间文献&丰富了我们对於清代徽商海外贸易活动的认

识!王振忠& .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氏著& ,徽

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页."!*.0-"'可见&今後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一

大关键是域外文献的利用'

松浦章的研究正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本书所使用的资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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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鲜等地留存的漂船资料$航海日志$公藏档案$近代领事报告和报

刊$地方志$文集$笔记等'在全书第一部第一编.清代帆船的航运史料/

中&作者介绍了,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所收入的以清代航运
'

中心的朝

鲜$中国$日本三国各具特色的史料'他又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

E

博物院所收藏的
E

廷档案
'

例&展示了清代航运中心之一福建省的物流$

[

收$乘员等具体航运记
3

'在这一展示的过程中&作者对种种航运史实的

解读&集中
+

明了帆船对於清代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性&?提醒我们重

视这些
'

昔日研究者所忽视的资料'在种种航运资料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清

代帆船漂到日本的笔谈资料'此类资料在日本收藏最
'

丰富&也是关西大学

一直致力於收集整理的一部份'作者结合亲身整理的经验&指出了笔谈资料

的若干特点&如具有较
L

的可靠性$图像资料丰富等&对我们了解清代乡情

民俗$社会风貌极有助益'如果
+

上述两篇文章主要从宏观上介绍清代航运

的史料&那
S

在第一编的最後&作者又以,遐迩贯珍-

'

中心&通过大量的

实证和辨析&考察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社会种种变动的消息是如何传入日本

的'可见&日清两国的信息沟通主要是以航运
'

纽带的'这一例证&十分有

力地
+

明了域外文献对於我们开拓研究视野的价值'

第一部的其他部份都是关於清代航运的若干层面考察'大体可以分
'

.清代帆船与日本航运/!第二编"和.清代帆船与东亚航运/!第三编"

两大部份'这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松浦章关於清代航运的总体评价'他认

'

&由於造船技术水平的显著差?&直接导致了各国海洋活动频率的差?'

因此在清代& )东亚海域的制海权由中国帆船一手掌握 *!页/"'这一论

断与传统的清代)闭关锁国*观点截然相反&

,

是在一系列具体考察中提出

的'这些考察&又可以分
'

三个层次'首先&管清代沿海存在种种海船的

名称&作者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指出#由於海洋条件的不同&帆船的构造

也不尽相同'但是总体而言&主要分
'

沙船
'

代表的平底海船和鸟船
'

代表

的尖底海船两种系统 !页-"'这一结论&不仅
+

明了清代航运技术的进

步&更重要的是&不同的船型对於东亚海域不同地区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由此&作者的研究进入第二个层面&即该书的第一部第二编'该部份以日本

'

中心来考察清代帆船&主要是沙船体系中的山东和上海商船如何在江
]

前

期参与长崎贸易的'山东船由於数量少&且常有运粮任务&赴日的机会不

多'而上海沙船则大量参与长崎贸易&只是在江
]

後期&由於日本贸易限制

的政策&使得载货量更大的鸟船取而代之'这两个地区的考察和比较&?不

足以让我们了解整个清代航运的情形'於是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以清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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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沿海
'

中心的东亚航运层面&即第三个层面'作者显然是有意地从北而南

展示这一格局'北部的山东&尤其是胶州&是与南部各个港口的连接处'对

於上海南市的形成和发展的考索&则旨在
+

明五口通商以前沙船在上海经济

发展中的显著地位'而宁波是中国庞大水运网络与海运网的中枢&乍浦是中

国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交叉&突出了清代浙江航运的重要性'至於福建&

则是这一时期海洋活动最
'

丰富$范围最广的地区'这样&一幅东亚帆船贸

易网络的宏伟画面便建构起来了'

本书的另外一大主题是第二部的中国海商海
H

研究'岸本美绪在反思日

本学界地域社会论时&提出这样的建议#

)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

性观察立场来俯瞰整个社会&而是由社会中各个角落来选择
0

的人?行动&

这些行动才是了解社会的真正本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思考人们
'

何这样

地活动时&问题的方向性势必是从人们的行
'

与动机出发&成
'

一种微观

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径*!岸本美绪著&何淑宜译& .明清地域社会论的

反思+++ ,明清交替0江南社会-新书序言/&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第/$期!#$$$年!月"&页"1!"'那
S

在海商海
H

的研究中&究竟是从高高

在上的朝廷$文人的角度来理解此类人?&还是立足於海洋社会进行研究:

在)前言*部份&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从海洋史

观的角度来描述中国的历史 *&?付诸於具体的研究过程 !页#"/"'对於

嘉靖倭寇的研究中&作者在以往学者辨明倭寇既有中国人又有日本人的基础

之上&指出这一时期倭患的原因在於&中国沿海地区对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

高涨&与日本国
;

饥馑所导致的
?

行抢夺是互动的&应该从 )东亚海域

史*$ )环中国海域史*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对於正德元年!".$1"崇明

岛的施天常海
H

事件&作者的观察视角也是立足於崇明岛的地理$社会$经

济状癋之上&而不是简单地作出是非判断'至於对王直的考察&更是独树一

格'作者从鲜
'

人知的葡萄牙人的记
3

中&勾勒出王直前半生在日本的活

动&如最早将枪炮传入日本$在日本等国深受信任等情形&展示了这一时期

中国海商在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的作用&进而
+

明了明代海禁对於海洋社会的

击'

除了海洋史观&作者在这一部份的研究还有两处值得注意'其一&在第

一编.东亚海域的海商与海
H

/的概
+

性文章中&作者?稽从唐宋元到明清

中国沿海的种种海商海
H

的史料&

+

明清代是中国海外活动最
'

显著的时

期&也展现了作者贯通研究的治学路径'其二&对於海
H

的研究&具有较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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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关怀'他对於台湾海
H

问题的研究&除了从海洋社会角度理解海
H

的

-

生&还对比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和措施&

L

调了海
H\

不

是历史问题&至今仍需要各国共同协作&维持地区海洋社会的秩序'

综观此书&虽然只是一部论文的结集&其中
,

贯穿着松浦章的海洋史

观&以及他对於清代海洋活动的重视'在这样的主瞃之下&呈现了一个又一

个精彩的个案分析$具有
8

发性的观点&从而勾勒出东亚海域社会的多重图

像&足
'

後起者参考借鉴'

!

忠鑫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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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运用政治

文化$历史及比较现代化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中观层面出发&对地

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关进行探索&以当时主要的报刊$杂?$专著
'

基本史料&寻找政治事件之展开的动因&动态分析政治体制及其演变
/

络&

提出作
'

地域主义的省籍意识&一方面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

政治信仰等基本向度相互作用的
-

物&同时也是政治文化与外在环境交互作

用的结果的观点'关於中央与地方的关问题&一直是传统社会政治变迁的

重要机枢&也长期受到学者的关注&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有关清末民初

的政治变迁显得特
0

剧烈&瞃索也很杂&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杨妍

从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这组矛盾概念入手&介入该时期的政治史乃至政治文

化史研究&具有一定深度&显示了一定的学术勇气'作者认
'

在清末民初的

特定时段中&地域主义始终与现代国家观念和认同意识保持相互关&?与

国家认同
-

生一定张力'在当时传统帝制解体後&国家认同处於一个转型

期&认同多元而游离&而省籍意识
,

躬逢其时&获得滋长且成
'

此时构建国

家认同的一个尝试途径&联省自治乃至联邦制的选择与实验&均显示了省籍

意识与国家认同间的良性互动'但结局
,

是失败的&因
'

这种尝试最终
.

能

走通&中国政治独立是在中国共
-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後实现的&由

此省籍意识淡出&国家认同愈益
L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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