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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着重研究1400－1800年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
，涉及面广。
包括国家形成与制度、社会状况与抗争，对革命的诠释等。
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为什么英
国没有走中国发展道路。
王国斌避免用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历史变动的分析和动力概念，而采用严格的、平稳的比较史学方法。
他承认解释长时段历史过程的变化和延续性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发展不是依照一个模
式进行的：各国不仅在过去已经历了不同发展道路，而且将来也仍然会坚持走不同的道路。
他与前人的区别是，前人只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不探讨英国为什么没有走中国发展道
路。
此外，作者对中、法两国革命的对比——从中国的角度看法国革命和从法国的角度看中国革命——这
两节写得十分精辟。
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向法国学习革命经验，特别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没有具体
分析两国社会环境，精英作用，民主思想，农民意识等方面的异同。
王国斌在这方面的诠释给我们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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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斌，出生于美国的新一代华裔汉学家，曾获哈佛大学西欧史硕士学位和中国史博士学位，现任加
州大学鄂宛分校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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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代国家管理食物供给流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各个阶层的人民和那些不能单纯依赖本地的生产
与交换的地区，都能够获得粮食。
追求地区差价的长途贸易，导致了粮食从有剩余的地区向需要输入的地区流动。
18世纪的清代国家承认这些流通方式的重要性，因而对于那些通过将遥远的供求来源连接起来而谋利
的行商活动，也予以肯定。
国家甚至通过减免通行税和特许使用禁航的海路，来鼓励行商进行特定的粮食贩运，以应付歉收境况
（魏丕信1990：208～225）。
　　在粮食的长途流动方面，国家也起了一种直接的和积极的作用。
从富庶的长江流域各省和靠近北京的省份征收的漕粮，有一部分在运往目的地北京的途中转向，运往
缺粮严重的省份救急。
位于县治的政府粮仓（即常平仓），任务是买卖粮食以减少粮价的季节波动，也能够获得改道运来的
漕粮。
国家也进行省内外常平仓之间的粮食调拨，以应付粮食分配方面的急需，以及增加粮食不足地区的储
备。
最后，常平仓在市场上购买粮食的活动，有时也包括某一县或省的官员到另一县或省采购粮食（王国
斌1982：769）。
这些官方的粮食流动，与商业性流通相重合，有时促进了，而有时也打断了商业性的粮食流动。
国家采取的粮食流动措施及其对长途商业的政策，一同造成了粮食从余粮地区向缺粮地区的流动。
　　国家在允许长途粮食贸易并直接鼓励粮食长途转移的同时，也支持较穷阶层的人民获得本地的粮
食供给。
常平仓的春售秋贷，减少了粮价的季节波动。
在歉年，常平仓将更多的粮食分配给人民，避免粮价超过丰年的一般水准。
对依靠富民捐赠和按田地征课来收储粮食的社仓和义仓，国家也予以扶助。
这些粮仓有权要求得到一部分本地生产的粮食，并保障粮食在本地小范围内的流通。
人们指望富户向这些粮仓捐赠粮食，并在歉年减价出贷或出售粮食（王国斌1982：768～769）。
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对社仓和义仓的扶助，加强了“惯常”的流通（即富人在“自由”的市场关系之
外向穷人提供贷款、资助和减价出售的方式）。
　　总之，国家反对富户囤积粮食，并维持各种可在歉年供粮的粮仓。
官员们努力增进本地的粮食流通并且稳定粮价，以预防食物骚乱。
因此食物骚乱参加者对获得粮食的期望，也以“国家应参与本地粮食流通”这样一种假设为根据。
这些粮仓倘不能提供粮食，确实也会引起骚乱，情况与那种发生在市场上或富户粮仓前的骚乱相似。
另一方面，逮捕那些阻挠运粮外出的人，又表明了国家支持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要求获得粮食供
给的权利。
这种官方行动减少了在本地市场上可获得的粮食数量，并抬高了粮价。
因此，官方对于食物骚乱的反应，表现了国家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稳定地方粮价，另一方面则
是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
官方对于发生在粮食流通的三个领域（即商业的、惯常的及国家的粮食流通领域）中的食物骚乱的反
应，是由国家维护自己的流通领域、支持与限制商业的和惯常的流通领域的努力所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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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作为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本书在广泛汲取和甄选中西史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
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之长时段历史的异同，否定了长期
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也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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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将社会、经济与政治史融为一体，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再现特定历史时刻的多
种发展可能，进而希望以中国这个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为镜，改进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并阐
明比较史学如何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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