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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窃以
!

本书虽然因主题的限制难以发挥宏大的论

断但作者以王朝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变迁等?国史?视角对史氏家族活动

的诸多解释其实已提供?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变迁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

构性图景?（页１６）应会成
!

今後明清江南史研究不可忽视的
#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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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周琼教授所著《清前期重大自然
Q

害与救
Q

机制研究》一

书是作者长期从事
Q

害史环境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也是近年来清

代
Q

荒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

本书９５万字共十个章节除绪论和结语外按照探讨的
#

容整体上

可分
!

四个部份

第一部份（第一章）对清前期重大自然
Q

害成
Q

原因与孕
Q

环境
Q

害种类与发生频次
Q

害分?及特点等进行详细的统计与考证
!

读者呈现

出详尽的清代前期
Q

荒资料与历史图景?对
Q

害等级的划分标准进行新的

讨论

第二部份（第二章至第六章）以官赈制度的建设
!

重点对清代前期

官僚体系主导的
Q

荒赈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及其衰落过程进行细梳

理此外作者按照赈济机制运行的不同阶段将
Q

赈制度划分
!

赈前赈

中和赈後三个时段对每个阶段具体的赈济措施实施过程和赈
Q

效果进行

论述其中对於学界以往着力不多的赈前堪
Q

赈中粥赈和以工代赈以及

赈後农业借贷等救
Q

活动从制度建设的视角进行考察?对清朝前期的
Q

赈制度建设及其实践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作者指出清朝官赈制度的建设始

於顺治时期至乾隆朝已发展完备达到古代赈济制度史上的最高峰取得

巨大的社会成效但也存在帝制时代难以克服的弊端隐含王朝覆亡的危

机

第三部份（第七章）作者从制度层面对清前期民间赈济的兴起及其社

会效应进行详细探讨指出清前期的民间赈济是在地方富
8

和士大夫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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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的因其形式多样灵活便民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维护区域社

会经济秩序稳定传承救贫扶弱的传统美德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成
!

官

方赈济的有力补充与此同时士绅在领导实施民间赈济的过程中也逐渐

"

化自身的地方威信和话语权塑造起地方领袖的地位随着清朝中期的社

会巨变清朝前期建立的民间赈济制度亦发生转型
!

清朝中後期义赈的普

遍兴起奠定基础

第四部份（第八章）作者从政治统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

对清前期
Q

赈机制的社会效应进行论述和客观的评价同时以盝流所制度

的建设与推广
!

例指明完善的
Q

荒赈济制度是清初稳定社会获取民心

巩固统治的基础此後由於清朝中後期政治腐败国力衰落赈
Q

机制的

失灵亦成
!

社会动?统治崩溃的诱因

本书在充分整理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
!

目前清代
Q

荒史研

究中在
Q

荒统计和计量标准
Q

荒种类与区域
Q

种分?研究时段和研究

区域赈济类型及赈济特点等方面存在着研究力量分?不均衡不系统

研究模式固化等问题基於此本书运用档案实
)

奏摺方志文集等

史料从制度史层面对清朝自然
Q

害与荒政机制的研究进行深化和拓展

?从?救
Q

活民?的角度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康乾盛世的
0

生等

问题进行独特的历史阐释其主要学术创见有

其一尝试对
Q

荒等级的判定及划分标准进行新的讨论受史料记载特

点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和思考视角等因素限制目前学界对於?
Q

荒统计?

尚无一个能被普遍接受和应用的计量标准和方法该书在吸收借鉴目前常

用的?
Q

次统计法??
Q

情行政区划法??人口量化统计法?等方法的

基础上提出从
Q

害本身的角度出发在对
Q

区大小
Q

害时长受
Q

人口

及
Q

害损失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衡量在对
Q

情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将清前

期
Q

荒划分
!

巨
Q

重
Q

大
Q

常
Q

轻
Q

微
Q

六个等级这种对
Q

情

的描述和划分方法是将不同种类的
Q

害置於具体的
Q

荒时空中进行考察

和分类使得史料中对
Q

害的文字
:

述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具有新的价

值和意义

其二在研究时段和研究区域上当前学界对
Q

害史的研究多详近略古

或侧重於宏观时空尺度的描述因而成果较多的集中於清朝中期以後或以

长时段
!

单位对各类自然
Q

害的时空分?规律进行整理性描述性研究

研究区域则侧重於人口密集
Q

害频发史料记载丰富的
I

河淮河和长江

流域对於边疆地区的
Q

害史研究略显薄弱本书则着力於对清朝前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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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Q

害的发生范围赈
Q

制度的建立过程赈
Q

措施的实施区域及其社会

效果进行较
!

细的统计与论述由此构建出此一时期自然
Q

害的历史序

列与荒政制度建设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同时作者通过对清代盝流所制度的设立与实施进行梳理?以其在云

南地区的设置和运营
!

例探讨清代官赈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情癋及其社会成

效不仅弥补以往荒政史研究中对盝流所这一具有慈善意义的赈济措施的忽

视也通过该制度在云南地区的运转揭示清王朝在入主中原之初在
Q

荒

救济的过程中获得底层民
$

———包括边疆地区民
$

的认可取得政权的合法

性此外本书对关外旗地和官庄田地的受
Q

与赈济情癋也进行考察进一

步丰富对东北边疆地区自然
Q

害与荒政建设的认识展现出清初社会历史的

丰富面向

其三一般而言学界对於?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多遵循三种理

路分
;

是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史?研究邓小南的宣导的?活的制度

史?研究以及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荒政体系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政治制度?但其作
!

国家稳定运转的重要保障对其建设历程的研究似

可借鉴上述方式清代荒政制度建设是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中外学者

对此都有所论及但更多的是将清朝?荒政制度?视
!

已成的结果从救
Q

实践的角度去考察制度的运行效果忽略实践性极
"

的荒政制度本身是在实

际运转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与社情民情调适的结果

本书即从制度建设的动态视角出发考察清前期赈济机制的发展和完善过

程对荒政史的研究进行深化和推进其中既包括对官赈制度实施过程中

各项措施制度化历程的考察也包含对民间赈济兴起和发展的讨论

清朝官赈实施的一般性流程沿袭前朝大体分
!

报
Q

勘
Q

赈
Q

以及

善後等几道程式学界对此多进行一般性描述对各环节中具体措施的起源

及实践较少反思和论及本书则结合赈
Q

实例按实际的救
Q

过程将这

一体系的运转划分
!

赈前赈中和赈後三个阶段考察其中各项救
Q

活动的

制度化历程如赈前机制中的?堪
Q

?和?审
8

?是整个赈济活动实施的

基础和依据学者多将其与?报
Q

?视
!

一体进行
:

述少有单独深入的

研究然而这些行
!

在堪
Q

活动中是由不同主体分
;

施行的相对独立的环

节具有不同的运作物件若将其视
!

一道则难以体察清代堪
Q

制度设计

的严密性及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灵活性适用性因此作者对其各项程

式的完善过程和社会成效分
;

加以考察?由此展现顺治至乾隆朝君臣合

力资讯通达
!

赈
Q

机制的高效运转提供保障此外作者在大处观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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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就目前学界尚未涉及的对 ?堪不成
Q

?进行救济的制度化过程详细梳

理?以之
!

例论述清朝救
Q

行
!

的制度外化现象及其社会效果将实证

研究提升到理论探讨的层面

对於在历史上长期实施的学者关注较多的?粥赈?和?以工代赈?等

救
Q

措施作者则从制度史视角回顾赈
Q

举措的制度化过程?以此探究

制度与成效之间的关指出清朝荒政制度建设出现 ?制度完善与成效逆

差?的悖论现象?进一步讨论这些赈济制度对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塑

造推进荒政史研究走向深入此外本书从赈
Q

视角对?农业借贷?进行

研究将其视
!

赈後机制中恢复农业生
0

维护社会稳定安抚受
Q

民
$

的

重要措施不仅体现出清朝官方救
Q

措施的完备也将?借贷?研究从法律

史经济史领域纳入到
Q

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中来拓展荒政史的研

究范围丰富对清代社会历史的认知

其四?以史
!

鉴?是史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本书重要的价值

所在作
!Q

害史领域的学术著作本书?未局限於?就
Q

言
Q

?的单一性

研究而是以赈济制度的建设过程
!

主瞃对康乾盛世
0

生的深层原因及其

相关历史面向进行分析进而对清朝统治的?正统性?问题进行探讨正是

由於从顺治到乾隆对赈
Q

活民的重视对荒政制度的不断完善使清朝统

治者获得民
$

的认可进而巩固自身的统治即从
Q

害史和?民心向背?的

角度与?新清史?研究进行对话回应清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总体而言该书史料翔实论述充分见解独到以古鉴今不仅丰富

清代自然
Q

害和荒政制度建设的研究范式和
#

容
!

以後的
Q

害史研究提供

一个较高的起点和可供遵循的理路而且
!

读者从?
Q

荒与救济?的视角观

察清初社会历史的丰富面向提供契机此外本书尚有一些可以继续推进之

处一是对自然
Q

害的统计方式和计量标准上可以继续从理论与方法上进

行突破二是该书以西南地区的赈济实践作
!

边疆地区实现?天下同治?的

赈济案例与清政府丰富的边疆治理策略相比代表性稍显不足

杨一章张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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