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视而不见白德瑞由此得出一个具有
G

发意义的结论胥吏?不总是民

$

的敌人甚至在与民
$

的博弈中常处於弱势地位

实际上一些民
$

也有通过担任胥吏参与县域治理的管道白德瑞的研

究否定一个先验性的假设书吏普遍出身贫寒而且主要通过亲族网路进入

吏道实际上也有商人在巴县衙门担任书吏以提升自身社会地位亲族网

路固然重要巴县一些书吏的确来自同一家族但是亲族网路?非担任胥吏

的唯一途径人情和派系也是县域关网络的重要
#

容重要性不亚於亲族

网路白德瑞讨论书吏关网络的重要案例———吏房典吏金敬修从未从其

亲族中招募人员担任书吏其推荐的继任者也是?姓这
*

明在确定胥吏

人选的多个维度中经济利益和同盟关是重要的考量重要性超过亲情的

纽带普通百姓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以及忠诚人情等因素有时也能
-

谋

到重要的胥吏职位

当然囿於当时的史料限制白德瑞的胥吏研究仅限於巴县论者可能

以
!

中国之大巴县的个案无法
*

明全国的普遍情癋这一批评无可厚非

指望巴县的个案研究相容中国各地的区域性差?是不切实际的但是白

德瑞运用其生花妙笔?稽史料借助社会科学理论呈现一个清代县衙胥

吏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和逻辑
!

国
#

学者推进清代胥吏研究提供一个韦伯意

义上的理想类型牗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牘从这一角度来看他蓝缕筚路披
t

斩棘的开

拓之功是值得我们再三致意的

余福海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周琳《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

社２０２１年４５２页

周琳博士《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一书?用大量一手档案

资料?借鉴制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展现清代重庆的商人商人

组织
<

夫组织仲介贸易机构行帮组织等方面的样貌勾勒出商业组织

和个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合作突和博弈重新审视传统

中国的市场商业制度商人角色等重要问题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

１１章其逻辑完整引证丰富考证翔实思辨有力值得品读可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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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清代商业制度史研究

第一章作者介绍清代重庆的行政治理情癋商品贸易情癋工商业移民

情癋认
!

清代中後期重庆在行政治理上被愈发重视商业贸易已受到国

际国
#

双重压力移民社会的特徵已经处处体现这些因素均对市场商品结

构商业组织官商关及商业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

接着第二章至第四章作者以官立牙行
!

个案考察不同时期官立牙行

制度的运行和特徵一是通过对贸易纠纷档案的梳理和统计选取?牙行拖

欠或侵吞财物类纠纷?和?货不投行类纠纷??支应差务纠纷?三种纠纷类

型?指出清代法律条文对牙行拖欠或侵吞财物货不投行纠纷的规定和意

义及官府处理纠纷的方式同时论述官立牙行 ?害商 ?的行
!

和 ?支应差

务?的种类?与商业制度发达的江南进行对比指出重庆官立牙行的特殊

性作者清晰地指出重庆官立牙行处於 ?便商 ?与 ?抑商 ?的动态平衡之

中二是论述咸丰至光绪时期厘金制度确立後官立牙行扮演着新角色和徵

收厘金的艰难任务牙行不遗馀力地
!

官府效力
=

夺市场垄断权收极大

利益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新思考官立牙行在晚清经济改革与政府的经济

角色三是论述重庆开埠前後?官牙制?的
(

落指出官立牙行的经营困境

和厘金整饬下官府与官立牙行关的疏离洋行大商号和公司的进驻使官

立牙行失去昔日的地位反映官立牙行的边缘化和市场的分化

第五章至第六章作者论述重庆的八省客长与八省组织对其发展历程

组织结构遴选程式职责范围制定规范调解纠纷监督经营等做了梳

理?指出八省组织成员不仅有商且有民八省组织的维持也不一定皆是商

人捐款这些观点对八省组织的性质提出新见解接着作者论述八省客长参

与商业活动的经验即制定商业章程和调节商业纠纷体现八省客长在商业

事务中与官府的关和处理商业事务的平衡之术

第七章至第九章论述行帮的生存实态先是概述清代重庆行帮制的发展

趋势分列?行?与?帮?的特徵指出二者差?接着探讨制定与修改行

帮规程的原因及途径和行帮规程在解
E

商业纠纷时的效力从而体现人与制

度的关其後作者对行帮公
0

动
0

不动
0

进行概述公
0

调解过程和诉

讼过程进行考察指出重庆行帮公
0

能得到比较有效的保护通过诉讼可以

解
E

公
0

纠纷而官府又因自身利益由保护转向
v

夺体现专制统治与?理

性市场?的纠葛与矛盾

第十章至第十一章作者围绕重庆
<

夫组织和?
<

力生意?先梳理
<

夫

组织的演变分
!

三个阶段乾隆至嘉庆十三年
!

初步整合阶段嘉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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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道光元年
!

重组阶段道光元年至同治十三年
!

崛起和相互对抗阶段

利用
<

夫组织的变化
*

明一个无政府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秩序

传统政府难以应对商品经济带来的杂利益格局作者借用 ?
0

权 ?的概

念描述
<

夫和
<

力生意的
0

权交易细节即包括顶股短租抵押与借贷

信皏行
<

之
=

中的
0

权问题和
0

权博弈中展现的帮派与个人关勾勒乾

隆至同治时期重庆
<

力生意
0

权由市场化契约化私人化转向暴力化垄

断化集团化的历程概括出重庆
<

力生意
0

权
!

?商业化移民社会中的竞

=

性
0

权?

纵观全书作者以仲介贸易制度八省客长制度行帮制度这三种制度

!

主要的
:

事和分析瞃索概括出清代重庆商业制度和市场运作的阶段性特

徵乾嘉道时期是其生长期城市经济和社会重建市场规模有限官民商

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不断磨合出一个新的市场秩序咸丰六年至重庆开埠是

其成熟期这一阶段市场规模明显扩大官府与工商业者体现出 ?互洽共

生?的特徵市场从总体上向着集中化规范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重庆

开埠至宣统三年是衰退期这一阶段市场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互惠性关

?难以维持政府出於扩大财源的目的出台许多
v

夺性政策地方官府

和工商业者之间的关日益紧张最终走向
E

裂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分析

提出清代重庆地方官府管控商业的主要策略是?以差（厘）驭商?官府向

工商业者徵派差务或厘金以获取财政收入和管控工商业者但同时工商业

者也通过当差或纳厘获取官府的制度保护和经营许可所以?以差（厘）

驭商?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
"

制而是双方的

互相牵制不是单纯的
v

夺行
!

而是既有
v

夺又有给予当市场环境相对

简单有利可图或治理能力尚可支
U

时地方官府也乐於维护一个相对良性

的商业秩序当政治和商业环境发生变化治理难度提升时地方官府很快

变得进退失据甚至
!

保全自身而
v

夺甚至
�

?工商业者在长达一百多年

的时间眧维市场的运行这或许是传统时代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隐秘逻

辑

读罢此书有以下几点创新值得注意

第一方法多样敢於创新作者除?用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借鉴制

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中国本土历史的实际情癋相结合其突

出表现有二一是在分析
<

力生意时作者将新制度经济学?
0

权?的概念

引入在过往的研究中
0

权常与地权水权等联起来但本书将
<

力生意

总结的
0

权交易细节展现出来同时也明确指出单纯地借用西方概念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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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履会使得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解释力不足二是作者用历史人类学的

方法以?亲历者?视角对晚清重庆官立牙行进行考察指出制度研究需要

关注特定个人和群体的经验通过对史料的抽丝
v

茧使得被埋
(

的个人或

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作者也指出?亲历者?也会陷入?当局者迷?

的困境则需要照应巨集观大背景和宏大
:

事与其相辅相成这些研究方

法的创新值得借鉴

第二史料丰富旁徵博引作者利用大量《巴县档案》材料梳理和

总结?外来工商业者 ? ?贸易纠纷 ? ?官立牙行 ? ?八省客长 ?

?行帮规程??行帮公
0

??
<

夫组织??
<

夫殴?等多个主题的

诉讼案卷（详见本书附
)

Ａ至附
)

Ｊ）成
!

支
U

本书写作的最核心史料

同时又徵引官报地方志笔记律例文史资料甚至影像资料可谓旁徵

博引作者还引用和归纳美国日本英国等学者对商业制度社会经济等

方面的著作评价其得失其中有许多国
#

不常见和忽视的重要研究作品

也被凸显出来如山本进对清代四川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即
!

典型

第三不拘陈
*

勇於质疑重庆商业及清代商人商业组织商业制

度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一般认
!

国家对商业的态度可以简单的概括
!

?重

农抑商?或者?积极通商?两种分析较
!

模糊尤其此前许多对於清代城

市商业制度的研究十分
"

调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制度的进步?认
!

民间社会对商业制度的塑造十分重要而本书认
!

至少在清代的重庆市

场视角和社会视角都存在难以覆盖的盲点其背後的推手是政治权力地方

政府的
E

策和权力才是影响商业制度的
E

定性因素市场的发展和商业制度

的兴盛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能力有着极大关当地方官府的治理能力和

司法实践难
!

该城市商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性的制度环境时其市场必然导

致衰败就重庆区域史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重庆被赋予清代以来长江上游

最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和流通枢纽其市场呈现不断扩大的局势?有程度

相当发达的商业秩序而作者在大量史料的考证下认
!

清代重庆的商业发

展可能不像之前的估计那
J

高其商业门类商人经济实力及社会影响力

与官府的博弈能力等都还不算成熟不应该单纯地认
!

重庆已经成
!

商业高

度发达的城市

第四以古察今现实关怀商业制度的完善是促进商业高速发展的保

障考察二百年前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
!

当今重庆发展商业制定商业政

策规章制度也起到很好的
G

示和借鉴作用体现本书很好的现实关怀

当然借着本书的出版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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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代而言是否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在中西大分流的研究中商业制度

分流是不是一个导致中国?未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作者以重庆

的研究出发其所得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以西方

经济学指出的?市场经济?指标衡量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是否恰当中国古

代官府与商业的关是既对立又统一还是完全对立或完全统一商业规模

或商业化的研究是定量还是定性同样是
<

夫的诉讼台湾《淡新档案》

中也有大量
<

夫纠纷的案例这与《巴县档案》中所反映的有何?同等等

问题还需要有更多鲜活个案和更深层次的理论去思考关於清代市场经

济制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继续关注和挖掘的东西期待着作者

未来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嘉惠学林

赵士第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李平亮 《近代政治变革与江西乡村社会变迁 》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２８０页

近代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的演变受到学界长期关注与讨论李平亮多

年深耕於明清以降江西社会经济史研究新著《近代政治变革与江西乡村社

会变迁》从江西地方历史
&

络出发以乡村社会史视角在近代中国社会转

型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政治体制与江西乡村社会文化传统的发展演变探讨

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揭示传统乡村社会向近代转型的
#

在

机制

全书分
!

七章围绕近代国家与乡村关政治变革与士绅转型乡族

组织与现代政治展开论述第一章作者阐述写作本书的基本思路简要勾

勒江西历史地理与文化传统本书以近代政治变革
!

底色围绕士绅与乡村

社会文化传统两大主题按照时间序列从团练与乡村社会权势转移士绅

与乡村社会秩序重建新式社团与士绅权力网络重构士绅与乡村社会文化

延续等角度重构近代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指出乡村社会

文化传统的
#

在延续性与近代政治变革影响的有限性

第二章对时代?大历史?与地域?小历史?进行背景交代本章从家谱

编修神庙管理与会社组织发展三个方面考察清中叶江西乡村社会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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