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化的关键时期同时对於台湾的读者而言?六堆?的含义约定俗成而

不需要解释但是对於其他地区的读者则恐怕略有困难这一词背後是

指六个不同的军事单位它从无到有从军事组织演变
!

具有地域含义康

雍乾时期正是最关键的时期重点的还不是名称变化而是背後的客语人群

联盟和社会组织如何形成与演变此外作者以文献档案
!

基础敏
5

地把

握了清前期国家政策对於地方社会人群身份认同的影响解明了下淡水平原

这些我们今日称
!

?客家人?的祖先们变成利用?义民?身份的?
1

民?

的过程然而笔者认
!

从?
1

民?变成
!

?客家?族群还经历了一次

不下於李文良书中所述清初变化的转变而这一关恐怕还需要１９世纪以

後至今六堆地方社会的变化来连贯如作者
&

调的学籍问题乾隆初叶的

,

夺只是一个阶段其後１９世纪上半叶更有
1

籍举额的
,

夺问题正是在此

前後作者书中亦提到韩文公祠的建立背後有明显的联络同属
1

省的闽南

语群体的意味１９世纪後半叶随着台湾的开港西方种族观念也逐渐流

入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上半叶台湾经历了５０年的日本殖民地统治更是对

於?客家?族群身份的塑造影响深远当然这些都超出了作者本书试图解

7

的问题属於题外话了

陈丽华

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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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市镇研究自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发轫以来一直是区域社会经济

史研究的重点作
!

传统中国晚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域对其
#

部专业市

镇结构功能特点类型的研究关涉着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社会商品市

场城市化等诸多重大主题的讨论相关著作成果亦极
!

丰富
8

滔的这部

专著以苏州地区
!

中心试图跳出已有经济史研究的框架力避城乡二元论

的僵硬思维将明代中後期市镇的兴起和市镇区域的形成纳入城乡关的连

续体中予以考察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以此
!

视角进入到对清

代江南社会关权力结构等诸多面相的广泛关照之中

全书分上下两编每编各三章共六章上编探讨明中叶以来江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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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兴起的机制及此後市镇区域的形成过程不同於以往以生
$

专业化和交
9

扩大解释专业市镇勃兴的传统路径作者特
"

注重明代?
2

粮折纳?在区域

间分配不平衡引致市镇专业生
$

扩大这一制度因素在第一章中他首先

通过对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的分析追溯了昆山县十一十二十

三保
2

粮折纳官布的经过以及
8

淞江水利的变迁指出明中叶以贡物改折

牵耗法等
!

主要
#

容的贡赋体系改革以及
8

淞江水利变迁对当地社会经济

尤其是棉织业发达的影响从而提出?贡赋系统与分工交
9

形成的市场互

动直接改变了江南农业的种植结构乃至历史进程导致一些地区盠现出大

量主要经营棉织业和蚕桑业的新兴?专业市镇??（页５５）随後通过对

该区
#

安亭陆家浜两镇兴起的详细追溯作者以实例论证不论是两市镇

的创兴还是市镇
#

部重心的转移都与该地官布改徵以及与植棉扩大互
!

因果的水利失修处於同一阶段由此作者推断昆山三区官布改徵的做法

分流了本应赴松江?购的客商成
!

二镇兴起的背景进而得出结论?所

谓?专业市镇?或许是贡赋系统下?改折财政?的一种延伸?（页７４）虽

然尚缺乏更加详细直接的材料证明两者之间的联但明後期财政纳银化进

程的加剧引致商品市场扩大这一点则无可置疑进而有?财政市场?
/

法的

提出（参见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１９９９

年第４期）作者从解释市镇兴起的角度将此论题纳入其中体现出开阔的

学术视野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在上编後两章作者集中考察了苏州地区市镇辖区被逐渐明确建构起来

的过程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市镇?固有境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

的累积纯粹以市镇与周边乡村的交易往来作
!

唯一划分原则的做法很少出

现市镇辖区的形成是一个融合了行政社会诸多因素的杂过程其中亦

包含了相关利益群体在特定情势下的主观建构在第二章作者首先考察贡

赋体制下的赋役里甲和治安体系下的巡检司分防辖区对市镇地域的刻划

前者画地
!

牢罔顾地域联属的行政
&

制特性在一条鞭法後趋於解体但即

使在实施了均田均役和版图顺庄法之後仍未能给市镇辖区留有合理空间

着眼於纳粮当差的基本控制目地市镇地域的刻划在乡区都图序列下

呈现出被割裂的形态出於治安目的所设立的巡检司和分防佐杂人员也?

不一定是以市镇
!

管辖中心其管辖地域与市镇的市场地域?不重合但同

时以慈善事业
!

中心的市镇公共事业管理也在逐渐取得和赋役佥派机构同

样的地位?促进了市镇地域的扩张与镇区大致明晰的界限相比在整个

明清时期方志对於逐渐扩展中的市镇地域范围的认同?无独立统一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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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标准混乱而模糊?未在传统帝国行政之外形成一独立的管理体系至

清末举办地方自治之时对镇乡区域的划定在遵循人数限制的基础上又有

?各以本地方固有之境界
!

准?的通融举措在区域合?或抵制合?的过程

中在解
7

划界纠纷的场合下上述诸种混杂的刻划标准遂成
!

当时市镇建

构自身辖区认同的合法性来源而被加以程度不同的
&

调正是在这一过程

中?镇管村?体制才最终得以定型

与前一章侧重地方行政系统与市镇辖区形成的互动关不同在第三

章作者考察了宝山嘉定二县大致以市镇
!

中心的分厂行
!

如何从最初

专注於赈济的临时性事件演变
!

一项地方基层行政制度的过程在以赈济
!

主要职能的乾嘉时期厂域的划分照顾饥民就食的方便通常较小在对所属

图分的调整中逐渐清理了?插花地?带来的妨碍以厂领图逐渐深入人心

太平天国战後厂董的职责又扩大到丈量水利义塾等诸多领域这些都

表徵着以市镇商人与士绅
!

中心的权力网络逐渐填补了城居地主离去後留

下的管理空白与过去基於地主与农民的依附关不同这一以?镇董?

?厂董?
!

中心的权力网络建基於自身的财富声望和地方政府的委任其

权势的
&

弱直接影响着厂域的大小清末地方自治时厂镇合流的过程就是

这一权力网络与地方行政干预相互调适的过程来自历史记忆的反复
&

化和

管理者对资源与分配关的权衡是厂界建构的重要因素至此近代苏州

地方行政区划以市镇
!

中心累积的历史形成过程得到证明它不仅与商业化

的进程相关还与城乡间多元权力格局的大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

在基本完成对?市镇—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历史的描述之後在下编的

三章中作者试图通过对市镇与村落间人的具体生活的勾勒来进一步展示

城乡间的杂关及其变动考察范围涉及民间信仰主佃关士绅城居

等
:

多
#

容新见迭出在民间信仰部份作者认
!

民间宗教的逻辑和结构

在城乡间是一个
'

有差
"

的连续体虽然围绕着镇庙的信仰圈与市镇的经济

辐射力密切相关镇庙解钱粮的习俗也在刻意模仿着?不存在的现实赋役徵

收的层级关但市镇与村落之间?不存在信仰的支配与被支配关村庙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自主性在主佃关的部份作者
&

调一田两主

制在清代江南的流行使主佃关在空间上被隔
0

开来原有的在地的支配机

能消失作
!

对这种特殊的城乡关的处理租栈等以契约关形成的包揽

组织应运而生它在维持着这一关的同时也见证着它的日渐疏离在士绅

城居的部份作者探讨了士绅住所变动职业选择等
#

容城居士绅经由市

镇而与乡村社会保持着杂和多向度的联

书评 １５９

Ｃ
Ｍ
Ｙ
Ｋ



对於明清江南市镇研究这一有着非常深厚底
%

的领域其继续深入的方

向除新资料的发现外综合研究恐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选择本书作者围

绕城乡关这一杂而又充满张力的主题从空间结构的历时性演变入手

?将人的活动填充於其中这样的结构使研究视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

?使相关论题得到进一步深入的推进这是笔者在
6

读中感到最受教益的地

方然而由於全书对一条鞭法後地方赋役里甲体系的演变过程缺乏细的

梳理与之直接相关的市镇地域的形成过程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由本书

第二三章可知在清末地方自治时苏州各地市镇大都是以?图?作
!

建

构各自境域的基本单元日常功能的发挥董事的遴选也都是以?图?
!

基

本单位作
!

赋役徵收基本单位的?图?似又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那

麽这个?图?与明初的编
3

之?里?究竟是一种什麽样的演变关它与基

层村落的关究竟
!

何也即是
/

一条鞭法後地方里甲体系在缺乏来自

中央政府政令的统一规划下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被社会化的过程它的演变

是否能被完全看作是政府的行政
&

制行
!

毫无疑问作
!

影响市镇地域建

构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贡赋体系自身也一直是处於不断变动之中的作者

在力避城乡二元论的同时似又在此问题上
'

有完全突破?国家—社会?的

二元对立其次?均田均役?的提法按照目前学界流行的认识多指万

年间一条鞭法全面推行後以田土
!

对象的里甲重新编成其目的是规范对

乡村粮里徵解之役的佥派而一条鞭法着重於
2

则的合?和简化两者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层次区
"

本书对苏州府嘉靖年间旨在弥平田粮
2

则?计亩

均输?的 ?牵耗法?也使用这一名词似须斟酌管如此本书的基本结

论即市镇地域是在城乡关的杂互动中累积形成的观点?不受影响作

者从商业化进程地方行政制度以及相关权力主体的主观建构等多重角度

首次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县以下地方行政区划的形成机制其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

侯鹏

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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