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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
越富于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嗨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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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
，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
性资源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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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
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州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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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各县在原来“附加”之上再为“附加”，收入归县政府开支。
在河北，附加税几乎达到正税的50％。
①商税是当时的主要税源之一，按规定，其附加税不得超过本县解省税款的50％，但该项附加税的税
率一再提高，在二三十年代，其收入往往超过田赋收入的二三倍，而在清朝商税只占总收入的5.1 5％
。
直到民国初年，其收入亦仅占总收入的30％左右。
②这种超过规定的附加税，是县政府非正式收入的主要来源。
，县政府正式收入中的另一主要来源是上面讨论过的“亩捐”，即农民所说的“摊款”。
最初，“亩捐”是向北方省份征收的供皇帝出巡、官员往船来、军队开拔等费用的差役。
在清末，“摊款”已被用来举办各种“新政”，但直到1911年之后，“摊款”才被正式同定下来，向
各县摊派，用现银交纳。
如前文所示，“摊款”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摊派方式：以村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派款对象。
摊款不同于附加税，它无固定的征收标准和对象，县政府和地方精英为摊款多少往往争论不休。
所以，与其将摊款说成是一种正式收入，不如将其视为临时性财政补充。
　　但是，随着摊款的经常化、正规化，出现了为人痛恨的所谓“白地摊款”，虽然正式预算上并无
这一项目，但县区政府、军队，甚至省政府根据“需要”，随时向地方勒索派款。
军阀混战之时，战争频繁，摊款不断。
进入国民政府之后，由于县政府职能加重、活动增加而资金短缺，“白地摊款”成为县政府预算中一
项不可缺少的非正式收入。
④临时（白地）摊款不同于按季征收的正规摊款，但同后者一样，它也是以村庄或其他团体而不是以
个人作为摊派对象，至于如何向各户或个人摊派征收，由村庄或各团体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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