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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厘金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由杨华山所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了厘金问题，揭示出厘金
对晚清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

清朝的财政收入本以田赋为主，正常年份清政府收支相抵尚有盈余。
太平天国兴起，清廷财政艰难，为筹措军饷而向过往的商人开征厘金，这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临时应急
举措，承诺事平即裁撤。
但是接续而来的是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洋务运动的次第展开，在清政府财政艰难的情况下，厘
金又常年占岁入的将近五分之一左右，当国家财政投向现代国防和工商业建设时，厘金即具备了现代
化建设的功用。
因此厘金是晚清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厘金本身又是一柄利弊兼具的双刃剑，特别是厘卡林立，逢卡纳厘，加之局卡吏役的故意留难
、勒索贪污，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
中外均提出裁厘。
清政府也曾尝试裁厘统捐，但几无实效。
同时，江苏资产阶级兴起的裁厘认捐活动因地方政府的阻挠亦告失败。
直至清政府被辛亥革命推翻，厘金问题仍未解决。

“裁厘加税”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1931年方才告竣，对民族工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动荡剧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环境，早期现代化仍未能实现，直到1949年以后，这一情况才得
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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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清帝国的“天朝上国”心态，用现代话语代替就是“世界中心论”或“文明中心论”。
这种心态不仅不被西方世界所认同，而且由于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在西方列强包括后起的日本的侵略
扩张面前节节败退，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反思中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失去信心，而将眼光转向
了西方，其中最激进的构成了后人所称的“全盘西化派”。
他们与西方大多数学者一样，嘲讽大清帝国的“天朝上国”虚骄心态是夜郎自大，不谙世事，认为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保守、落后，是中国失败的文化根源。
一方面丑化自己的文明，另一方面接受被神化的西方文明，主张只有全盘西化接受西方文明，才能拯
救中国与中国文化。
这虽然不是全无道理，但却忽视了文明演进的规律。
　　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与理想，并以此教化本族，物以
类聚，人以群分，视自己为世界或文明的中心，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主义”，将其他民族视为
野蛮民族或边缘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中国人的华夏与夷狄之辨、古希腊与罗马以及近代西方的文明与野蛮之分、宗教世界中的上帝与魔鬼
之别，表述不同而内涵却如出一辙。
如果一个民族连对自己的文明也不认同、失去信心，那么这个民族及其文明不是衰落消失，就是被’
同化或消灭。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
”①由于古代社会人类生活彼此隔绝与封闭，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既有四大文明古国之说，也
有更多文明之说（汤因比即认为人类社会产生过二十多种文明）。
在各个文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文明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演进速度十分缓慢，二是“自我中心主义
”意识浓厚。
每个独立形成发展的文明对其他文明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因而都自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夜郎的“
自大”就是生动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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