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免了这一缺陷#然而!莱维认
$

基耶萨父子展示普通的地方人物如何通过

多方运作而操纵?改变一个等级社会的规则!笔者以
$

这是过分大父子二

人的作用#不是基耶萨父子能
?

改变?操纵桑泰纳地区的社会运行规则!而

是桑泰纳等级社会的规则极大地制约基耶萨父子的活动空间#朱利因
$

社会

关网和地位声望的无形策略长期有效!於是把它传给儿子!可是这种靠社

会关来维持的声望是非常依赖於社会局势的!一旦社会局势发生剧烈的变

动!其优势便很容易丧失!承袭的权力是不牢固的#朱利能
?

维持影响长达

半个世纪!而乔瓦不到三年便土崩瓦解!

(

明社会关的建构与维续!需要

个体较
$

出色(鯽熟的社交技巧!而更基本的原因!则是由於政治与社会结

构的变动#另外!

$

什
A

朱利父子选择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方式来获取权

力/作者似乎也未
D

有给出足
?

的
(

明#

张金林

1

门大学历史系

周健*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 $ COEBKCGCC %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ABAB年*JDE页+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 %%;'#0%+%% &*是 $新史学 i多元

对话系列'第三辑中的一本!书中
H

大部份篇章已於"#%%至"#%+年间刊发!

现经作者修订!分%#章整合成书#本书运用大量清代档案和文献!从财政收

支与管理的角度!探讨清雍乾之际直至清末!包括漕粮在
%

的田赋徵收经历

怎样的变革和延续#作者试图结合赋役制度史和财政史两种角度!既呈现田

赋制度的杂多重及演进
6

络!也将制度放在各级政府的财政运作中来理

解#

本书第一章以嘉靖二十五年%%)"# &道光帝对清查陋规一事
$

瞃索!指

出%)世纪中叶以来!即耗
{

归公约百年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仍是陋规(

摊捐
$

代表的额外财政#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是$包徵包解'!即上级向

下摊派以解
5

经费缺口!对下级筹款不做过多干预!体现财政管理的分散

性#额外财政会引发吏治不清(民生困弊!但其存在
@

是清代财政的常态与

基调#紧接下来的第二章便是反映漕务中额外需索的问题#虽然雍正七年

%%;"+ &尹继善推行明定漕务经费
$

中心的改革!但是至嘉道年间!物价上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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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开支增加!州县(旗丁不得不再度藉助浮收(需索等额外收入!以应付

法定经费的结构性匮乏!继而导致漕粮徵解过程中的风气败坏#作者以这两

章
%

容展示%)世纪中期以来!地方行政和漕务都面临着开支上涨的问题!而

额外财政的存在既是地方官员们解
5

问题的出路!也是清代地方收支体系中

固有的运作模式!这是贯穿全书的时代背景#

田赋定章和实际运作经费需求间的巨大鸿沟!体现在江南漕务上便是嘉

道以来的积弊#作者於第三章呈现漕粮徵解的运作实态!?在此基础上分析

江南漕弊中的帮费问题(大小
G

问题!以及漕务浮费与亏空等弊政出现的逻

辑#漕粮中的浮费等额外财政其实与额定财政是同源的!浮费膨胀只会进一

步增加漕运成本!导致漕粮河运制度的崩溃#道咸之际!江苏漕粮改行海

运!第四章聚焦於此#作者通过对
5

策(筹办过程的梳理!指出促成海运的

直接动因是
$

了纾解中央财政上的困境#漕粮海运被认
$

是一个经济(省费

的选择!中央能藉此把流入漕运官僚系统的河运浮费转化
$

漕米!筹补仓

储(库储!且矨清漕务#但是作者
@

关注到海运实行之後!州县仍有帮费提

解!?照额转化
$

海运津贴#从时人的观感和漕粮制度的运作来看!民
'

的

漕粮负担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G

部(督抚关注的只是短期
%

中央与省级政

府间漕粮收入的分配格局!他们未从最基础的州县一级收支入手进行改革#

除了漕粮之外!作者也关注地丁银制度的实态#第五章通过对抄本)湖

北全省徵收钱粮漕米数目清
,

*中收支数目的考释和统计!探讨道咸之际湖

北的田赋收支惯例#作者发现地丁银折钱徵纳是普遍现象!而各州县在货

币(惯例(财政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各自互?的地丁徵价!同一县
%

还存

在大小
G

现象#至於州县的地丁盈馀支出!大致可分
$

地丁徵解费用及官吏

行政经费两大类!前者所?至多不超过"#}!其馀)#}的款项则分润地方各

级官吏#在高度集权的制度设计下!地丁银的管理呈现出逐级分散的特徵!

由最基层的州县官甚至县
%G

书掌握地丁银的支配权#

第六(七(八章有一共同背景!即咸同年间!出於筹措饷需之目的!对

田赋收支结构进行调整#第六章是以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
$

关注点#这

一改革有两个重心!一是漕粮收支章程的重订!包括徵收层面的改折徵价!

及支用层面的
U

除冗费(提解归公0另一是清矨粮亩!根除正赋缺额之弊#

咸丰八年%%)() &!湖北大体确立漕粮折徵折解(截留充饷的运作方式!而

这一变革使得地方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
$

加深!具体表

现
$

%+世纪後半期严格限制额数与成本的?买海运!以及%+#%年彻底改折停

运#第七(八章则分
&

围绕作
$

财赋重地的江苏在咸同进行的钱漕改章和
C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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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而展开#同治初年!江苏逐渐确立起一套弹性的徵价制度"每年由藩司(

粮道根据糙米(银钱市价!酌定漕粮(地丁徵价#以合理加赋的形式
$

州县

提供了稳定的公费!遏制州县官吏任意抬价浮收之弊#不过!对於书差包徵

$

主的徵收结构及随之而来的徵收积弊少有触动#在官绅的合力推动下!同

治初年的江苏还成功推行
C

赋#李鸿章(曾国藩(刘郇膏将地方官员完成额

赋的能力作
$

首要考虑因素!多次上奏#虽钱粮?
C

的方案遭到议驳!但江

苏最终仍实现核
C

额徵本色的"&a;;}!省
%

各府州县按则递
C

#而
C

赋後的

三十馀年!额赋仍常年
N

悬!则是因
$C

赋时?无清丈土地(清矨田赋!地

方官吏因此得以继续捏荒报歉!亏空正供#

光宣之际!战
Q

後的赔款和外债影响了田赋支出层面#第九章从筹款的

角度观察此期田赋收支之调整!描述中央3省财政关之变动!以及州县财

政在此过程中所受的影响#甲午战後!银价下落!各省州县钱漕盈馀实有加

增!中央有意剔除冗费中饱(提解钱漕盈馀归公!以应对外债负担或充学堂

经费#到了庚子之後!因负担赔款(办理新政!钱漕不但普遍规复原价徵

收!且另行加徵各种粮捐(亩捐#光宣之交!铜元充斥(银价上涨!钱漕收

入大幅缩水!州县财政随陷入困境!表现
$

丁漕徵解不敷(各项提款(加捐

亏欠累累#可见!中央在货币转
+

上做文章而获得的地方盈馀显然是不稳定

的#

至少在%+世纪初以来!无论是地丁还是漕粮!其作
$

田赋被徵收时!书

差这群体作
$

中介皆参与其中!书差的$把持'( $承揽'已在相当程度上

成
$

$常例'#以往研究多将书差包徵视作吏役舞弊的同义词!而作者於第

十章所要探讨的!是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清代田赋徵收的定章

提倡州县官亲徵(粮
G

自封投柜!但是这一徵收方式意味着官民双方都需承

担相当高的成本#所以!对於州县官而言!较诸设柜亲徵!将催科交由书差

包办确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徵收方式"田赋徵收由总书(柜书包缴!催

徵亦由无需工食银的里书(粮差完成!?可每岁酌分额定之盈馀#从 $能

力'或$动力 '两个角度来看!书差包徵都是州县官的 $合理 '选择 %页

$## &#

作者在结语部份归纳全书的三个主旨"其一!清代财政管理以中央集权

$

基本原则!但囿於当日的治理技术和成本!地方政府享有较多的实际控制

权!财政管理呈现分散性!即呈现出
G

部3省3州县等各级政府间的 $包徵

包解'0其二!漕务变革的逻辑#道光中後期!漕务浮费膨胀!河运成本攀

升!再加上运道淤积等原因!出现漕粮海运和折银起解!漕粮的徵解与支用

书评 %;(

,

-

.

/



由贡赋逻辑向市场逻辑转变#其三!清朝的田赋徵收标准是$地
/

'!由面

积和科则构成!田赋增长的唯一动力是纳
8

地亩的扩大#但是各级官员的行

事原则是维持地亩和田赋的原额!所以即使在筹款维艰之际!也无法增加田

赋正项#土地登记的大量缺漏从根本上限制了田赋收入的增长#

综观全书!笔者认
$

最精彩之处在於!作者从清中後期的钱(漕收支等

田赋制度的细枝末节中!把握各级政府的财政关!?以$包徵包解'一词

精准概括其中的运作逻辑#以往的研究认
$

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财政'形成

於咸同以来!以矨金
$

主要收入!由督抚及各类局所支配%页%& &#而作者

的研究指出!整个清代中後期!田赋盈馀才是州县政府得以自行支配的主要

收入来源!发挥着地方财政的作用#尤其是咸同年间湖北的漕务改革(江苏

的钱漕改章等!增加州县的行政经费(

C

轻其额外负担!促成州县收支的合

理化调整!同时明显提升省级政府的财权!作者称其
$

$第二次耗
{

归公'

%页"(& &#不过作者也注意到财政合理化改革?未能持续多久!光宣之

际!出於筹饷(赔款等巨大的财政压力!中央以调整田赋收支结构等方法!

W

行介入田赋定价和盈馀分配!这实际上无?於对地方经费体系的侵蚀!或

将导致地方财政状癋的恶化#因
$

从田赋收支的实态可知!清代各级政府间

的财政关是在摊派333承包基础上形成的$包徵包解'!所以!原本作
$

行政经费的摊捐(盈馀已被转化
$

公费!那
A

一旦有新的经费缺口!仍会衍

生出新的摊派!?且其负担
W

度将更胜於前!最终只会使州县财政面临崩溃#

本书至少有三个可取之处"其一!研究时段#本书关注的是清中後期以

来的田赋制度!其中不乏对一些清前中期的制度改革进行长时段考察!关注

其後续及影响!比如耗
{

归公(尹继善改革#更重要的是!将田赋制度放在

太平天国运动(战败赔款(新政等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其在制度和财政

层面的变革和调整#其二!史料运用#作者敏
i

地注意到清中後期田赋制度

在设计和实际运作方面上的差距!所以更多?用的史料是时人对制度的观

察!以及地方政府在田赋徵解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账簿(私
,

!比如道咸之际

浙江乌程(江苏金匮之後钱漕收支账簿等!作者对包括这些珍贵抄本在
%

的

多种类型史料进行细的梳理和解析!

W

调还原田赋制度的$运作实态'#

其三!研究方法#除了前文提及的对赋役制度史和财政史两种取向的结合!

本书也处处突出$结构性'!虽然作者似未专门矨清该词的含义!但从整体

研究成果来看!其主张的结构性方法确
$

田赋和财政的课题提供广阔而全面

的视角!比如用收支结构分析地丁银制度#至於尚可改进之处!结语的後两

部份稍显平淡"第二部份漕务变革的逻辑或可在正文章节中有更多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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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何
$

市场逻辑!

$

何改折?买就是市场逻辑0第三部份与书中的大多

数章节似联不
?

紧密#

王宇丹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杜正贞* &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与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

社会史研究 ' *北京"中华书局*ABCD年*JDC页+

杜正贞的)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333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

史研究*基於龙泉司法档案开展研究!

$

我们揭示近代龙泉山区社会对法律

的认识和运用!包括在行
$

习惯(社会风俗(经济文化(宗族婚姻等中所体

现的法律行
$

和观念等#

该著将司法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运用长时段视野!?用文献分析和田

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龙泉司法档案!

$

了解近代社会提供一个$龙泉

样本'#近'#年来!对晚清民国司法档案的研究遵循着传统与现代(国家与

社会(表达与实践的基本理论框架!但作者提出!这?非理解中国近代法律

史的固定视角!比如龙泉司法档案记
-

的丰富社会资料!就可使研究关注点

落实到具体的人的行
$

和观念上!可从社会层面去关注法律!将社会史研究

同法律制度相结合#该著虽以近代龙泉司法档案
$

基础!但长时段视野使作

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限於$近代'这一特定时间!而是将问题追溯至前

代!从$传统'中来论述相关问题的变迁#如在探讨$禁立?姓
$

嗣'的观

念时!就追溯至唐代#文献分析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使得作者在解读

龙泉司法档案时!不局限於档案本身!而是通过在龙泉地区域开展田野调

查!用$在地化'的方式深入理解档案背後的社会!尽可能谨慎处理档案的

.

述和档案所反映的事实之间的差
&

%页'$ &#

除导论和结语外!全书分
$

上(中(下三编!共九章#上编+近代法律

变革与宗族-中!作者通过$?姓承嗣'( $祭田纠纷'和$族谱编纂'三

个主题!重点探讨 $宗族 '和 $继承 '问题#以往学者对近现代宗族的研

究!多是
W

调社会变革对宗族的击和影响!或是认
$

具有新思想的人是近

代宗族变化的
%

部原因!而该著认
$

这些解释忽视了宗族
%

部矛盾!以及宗

族成员多样化的利益诉求%页(; &#故该书
W

调社会变迁对宗族的影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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