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Ｒｅ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牞１８８２１９５５牞ＢｙＹＩＮＧＪＩＡ

Ｔ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牶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牞２０２１牞２７３ｐｐ．

近年来能源史逐渐成
!

中国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学者大多将目光聚焦

於煤炭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联之上如
'

晓牗ＳｈｅｌｌｅｎＷｕ牘的专著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Ｃｏａｌ Ｆｕｅ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１８６０１９２０探讨煤

炭在中国近代精英阶层思维转型中的作用萧建业牗ＶｉｃｔｏｒＳｅｏｗ牘的新作

Ｃａｒｂ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ｃｙ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ｇｉｍｅ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致力於探讨煤炭与现

代技术官僚以及能源体制之间的联本书 Ｒｅ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ａｒ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５（《战
=

与革命中的中国电力工业１８８２１９５５》）将

着眼点放在电力与战
=

和革命期间中国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互动关之上成

!

能源史领域的又一力作作者陈颖佳牗ＹｉｎｇＪｉａＴａｎ牘毕业於耶鲁大学医学与

科学史系现
!

卫斯理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通过广泛收集藏於中国大陆

台湾日本以及美国的档案出版物作者从环境史技术史的角度出发
!

我们描绘１８８２１９５５年间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图景

在绪论部份作者介绍本书的主要
#

容和观点该项研究一方面探讨近

代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轨?另一方面展现电力工业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战

=

革命和建设之间的关?进一步揭示中国电力工业与资源环境的互动

历程对现阶段中国电力行业陷入的发展困境作出解释作者指出本书远

不止是电力系统建设者克服巨大困难
!

中国转型成工业
"

国奠定基础的胜利

者
:

事还
"

调这种发展在国家国际和全球范围
#

付出的环境代价除重

绘中国电力工业形成期的变革轮廓之外作者还通过
"

调能源基础设施和经

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弥补中国政治经济学和技术史之间的鸿沟

正文部份共分
!

七个章节前两章主要讨论１８８２１９３７年间长江下游的棉

花和丝绸工业所面临的电力短缺问题在中国电力行业的形成阶段国民政

府放?对电力行业的控制私营企业的自主发展模式影响电力行业的碳锁定

程度

在第一章中作者将视角聚焦於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上海的棉花工业

勃兴的棉花工业成
!

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驱动力然而电力工业发展的道路

?非一帆风顺相较於资本雄厚的外国企业缺乏资金的中国棉厂主更倾向

於选择
#

部供电的方式维持工厂运转同时上海工部局控制下的电厂也常

使得电力分配政治化这一点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运动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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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部局试图以电力供应
!

筹码解
E

罢工问题作者认
!

正是上述情形塑造

在资本匮乏的条件下加速经济发展的模式?激发中国商人与工程师经济主

权的观念
!

其後电力工业国有化埋下伏笔此外这种低效率的发展模式

亦
0

生广泛的环境影响

第二章探讨湖州丝绸业的电气化过程及其与地方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纠

葛２０世纪初受日本低成本机织丝绸的击中国丝绸业的发展陷入危

机湖州本地士绅通过进口电提花织丝机资助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来

振兴丝绸经济湖州丝绸业的电气化之旅由此开
G

地方精英的努力虽拯救

湖州丝绸业但也将其入广泛的地区和国家的政治
=

之中１９２８年在

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下电力部门国有化被国民党政权视
!

实现民族统一

的必要步骤但因中国电力行业的?大杂烩?性质资本的缺乏以及当地士

绅的阻挠电力国有化的计划被搁置面对?主导地位的地方精英国民政

府巧妙地
G

用工程师官员将其作
!

行业监管者的角色介入到湖州丝织工人

与当地电力公司的纠纷之中对电力行业进行渐进式改革监管机构对发电

站资本扩张进行抑制的举措导致低效率的中小规模发电站的持续存在

随後的三章讲述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入侵後爆发的能源危机?讨论战时电力

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国家权力集中之间的关抗日战
=

的持续和能源危机的

加剧促使中国电力行业走上碳密集型发展道路

在第三章中作者论述抗日战
=

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对不同地区实施的电

力发展政策由於煤炭储量的优势华北地区取代战前电力工业更
!

发达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成
!

日本政府和商人电力工业计划的新宠儿在西南地

区国民政府亦著手推动该地区电力工业的发展管西南地区拥有发展水

电的诸多优势但出於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国民政府仍
E

定优先发展火电

虽然处於不同政府的管辖之下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电力工业发展
6

殊途

同归因
!

煤炭相较其他资源更易获取同时也方便运输国民政府和日本

政府都选择将煤炭作
!

发电的主要来源这些措施导致中国的电力工业转向

碳密集型发展模式

第四章着重分析国民党政权如何通过技术转让和应用研究的办法来克服

电气设备短缺的问题１９３７年之前中国的电力部门以零散的方式扩张各

式进口设备导致中国电气行业缺乏统一标准战时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联

被切断这促使工程师官员通过技术转让及应用研究的办法维持自力更生

之路国家资源委员会通过谈判的方式与美国电气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定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竭力捍卫符合中国需求的电压标准以此防范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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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带来的经济自主权的丧失但智慧财
0

权的归属问题及获取技术知识的

程式仍旧存在这一问题持续存在於２１世纪初的贸易战之中与此同时国

家建设委员会将上海交通大学打造成
!

一个应用研究中心致力於探寻本地

资源的利用方法以此克服材料短缺带来的困难战时电气设备行业的加速

发展推动化石燃料应用技术的革新
!

人类世第二阶段的高速发展提供动

力使人类与环境的关转变得迅速且带有普遍性

第五章探讨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中美跨国间的技术交流国民政府出於发展

电力的目的选派一批工程师前往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进行学习学员中

即包括後来在两岸电力行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张光斗和孙运虽然二人深

受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非是单向的受到张光斗的

G

发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
E

定在中国建设一座类似於田纳西大坝的

水坝不过受当地地质和水文条件的限制该计划?未得到实施然而作

!

国家兴盛的标?建设大坝的计划
6

成
!

两岸水电开发的梦想得到延续

最後两章讨论战後共
0

党对电力工业的接管问题追溯电力是如何在国

家建设方面
!

其铺平道路的受制度惯性及?路径依赖?的影响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电力工业延续碳密集型发展道路

第六章著眼於
#

战期间电力在城市战
=

中的
E

定性作用该时期电力资

源成
!

城市发展的生命瞃也成
!

国共两党政治军事
=

的工具
#

战期间

的电力战
=

分
!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於日本投降後对战
=

赔款的
=

夺由

於缺乏管理经验债务及恶性通货膨胀等原因国民党外国资本家和共
0

党都
(

能有效控制中国电力工业第二阶段发生在国共两党的交战城市之

中双方将恢复电力视
!

获取民心及恢复经济秩序的关键步骤因无法管理

杂的电力网络共
0

党开始对大城市实施?电力封锁?这一策略
!

共
0

党控制城市经济铺平道路第三阶段是共
0

党对国民党工程师官员及电力工

人的
=

取与工程师和士兵的联盟
!

共
0

党将电力部门国有化的设想实现提

供可能也使其在
#

战的硝眕中基本完整地接手电力基础设施

在第七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战
=

状态的持续是如何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早

期电力基础设施的发展的对电力资
0

的
=

夺?
(

有随著战
=

的结束而结

束
!

应对战後国民党对电力设施的破坏共
0

党政权建立技术能源制度

加
"

对电力工业的管制通过开展节铜运动和实施?高峰负荷管理?来协调

电力需求在
(

有对电力设备进行重大投资的情癋下增加电力供应出於对

民族主义土重来的恐惧电力资源变成
=

取群
$

的重要工具电气工人取

代工程师官员成
!

电厂管理者电力行业成
!

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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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高水准的电力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快向化石燃料过渡的步伐进

一步延续碳密集型发展道路电力工业的加速发展使电力供应的增长速度超

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导致资源枯竭及环境恶化问题

结论部份作者指出在长期战
=

与革命中形成的中国电力工业
N

胎於

?战时?体制这种体制虽然能
-

在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获得快速发展
6

不

可避免地落入低效率的困境同时过分依赖化石燃料的中国电力工业也深

陷碳密集型发展模式的泥沼而这亦
!

如今的环境困境埋下伏笔面对诸多

环境困境的大陆与台湾即使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阻碍前者虽

有调动大量人力和资本以增加新能源利用的能力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调配方

式
6

导致
0

能过剩的後果而後者在推进核能议程时则不得不面对民
$

普遍

的质疑

本书论述１８８２１９５５年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轨?但
6

?未局限於电力工

业本身作者将电力工业的发展置於近代中国发展的
&

络之中进行动态考

察正因於此电力工业成
!

各种势力相互博弈的场域更与国家建构民

族主义联甚密不过作者对近代中国电力工业的探讨还有可以进一步挖

掘的可能比如作
!

一种与民
$

息息相关的能源电力与普通民
$

的关

如何此外作者在书中提及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水电计划而对１９４９年後中

央政府对水电的态度和计划
6

?未展开过多的探讨这一议题似有可以进一

步讨论的空间

艾梅冯乐晟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龙圣《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
*

湘西白帝天王
+

事的形成与变

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２７７页

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更多学人把民间信仰研究置

於特定的区域或族群中加以考察以图找到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背後区域

社会变迁以及互动的
#

在机制和动力因素继而在这种变迁与互动中书写历

史的连续性
!

此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田野调查不失
!

研究的有

效路径龙圣所著《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
*

湘西白帝天王
:

事的形成与变

迁》（以下简称《白帝天王》）一书除绪论结论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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