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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 者，他毕
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 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
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为纪念 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 文集
八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
吾辈晚生末学，无缘亲聆梁方仲先生教诲，但有幸得 业师汤明燧先生，以及多位追随梁方仲先生治学
的老师们指导，从研读梁方仲先生著作 开始步入经济史学之门，在梁方仲先生文集出版的时候，谈一
点学习心得，不仅是一种 荣幸，更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承担，自不敢推卸，遂不揣浅陋，试作漫议，
求方家及诸 师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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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
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
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
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
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
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
 《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
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
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
《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本书为第三册《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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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方仲（1908－197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
基者之一。
祖籍广东广州，生于北京。
梁方仲于192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继而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于1930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
位，并考取该大学研究生，1933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
是年5月20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
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
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1936年5月，他在《集刊》第4卷第1期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受到我国与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
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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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赋役全书　　赋税全书的编制，始于明万历（1573-1620）初年。
它是当时推行一条鞭法的副产品。
先是，嘉靖（1522-一1566）初年，浙江右布政使娄志德作《两浙赋役成规》一○卷。
至万历十三年刊行《钦定两浙赋役录》，卷数不详（见万历《常山县志》卷八）。
万历四十年吴用先复成《两浙赋役全书》一二卷（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九，史部典故类）。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2史类故事类作“娄志德《两浙赋役全书》一二卷，盖误以吴氏续修之书属
之娄氏。
以上三书皆不存。
今传世者，尚有嘉靖刻本《河南赋役总会文册》，原书一。
卷，北京图书馆仅存卷一卷。
又有隆庆（1567-1572）中年刊《山东经会录》一六卷，日本仁恭山庄内藤乾吉氏收藏。
此两书之性质及内容虽与赋役全书甚相同，然咸不名为赋役全书。
至一条鞭法盛行时，各地此类书之以赋役全书（或《条鞭赋役册》）为名者始盛。
明代赋役全书之编纂，南方远盛于北方，因为一条鞭法的施行南亦较盛于北之故。
崇祯（1628-1644）初毕自严《查报工部料价钱粮疏》云：“江南止凭赋役全书，江北并无可凭”（《
度支奏议册库》一），可以为证。
今北京图书馆尚藏有明刊赋役全书数种，可参看。
　　清人人关以后，征收赋役，多按照万历末年赋役全书所载的旧例办理，并宣布天启、崇祯时所加
增的饷额，尽行豁免，企图缓和汉人的反抗；同时又屡次下令订正赋役全书的则例。
至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清代的赋役全书第一次编成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