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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36年前撰写的英文著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译本的问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倍感欣慰。
由于该书中详细地涉及了地方主义等问题，故诸如此类的出版物难以面世。
今天能出版拙著的中译本，深深领悟其深远意义。
在此我深谢我的朋友高申鹏先生为中译本所作的极大贡献和付出的辛勤的汗水。
高先生具有长年生活和工作于广东的丰富经验，十分谙熟广东情况，并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因此方
能非常称职而出色地完成此项T作。
　　1969年，当我完成该书的时候，还处于“冷战”时期，也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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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研究当代中国的第一部专著。
他以广东为着眼点，考察和叙述了从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
治运动。
持论公允，叙述可观。

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共产党的领导给中国带来了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
情，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好处，过去的黑市、通胀结束了，赌博、卖淫、鸦片消失了；官员有一
种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
经济领域统一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其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事务之外，集体合作组织在消灭文富、推广公共卫生等活动中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党通过政治组织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进步。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
、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政治指挥经济，也造成了很消极的
后果：社会进步缓慢，人民生活也没有明显提高。
拿广东来说，经历这么多年之后，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追求的改革生产关系，提
高生产力，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大跃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以大规模的群
众政治运动摧垮务实政策和主张务实的领导人，竭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
博教授的作品虽然是在中美隔绝的“冷战”时代完成的，却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思维。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傅高义教授是社会学家，20世纪60年代束，他对广东研究的旨趣不仅是书写历史，两是关注现实。
30多年的时间流逝了，他的作品本身成了历史，同时也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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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傅高义中国研究译丛之一，作者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
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享有“中
国先生”的美称。
他自20世纪6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
撰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等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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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　导言　　绪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　　帝国秩序　　在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前，持
久可行的政治秩序是传统的帝国制度。
尽管多个世纪以来它已历经了许多变更，但中央作为核心的惯例已持续了两千多年。
在帝国时代，帝国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结构特征，非常适合在交通、通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统治庞大的
人口、广袤的土地。
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其惯例的发展、改进，非常适合其有限的能力。
甚至于从广袤地域所收取的有限的国库收入，只能使帝国政府支持几项大的公共工程和在首都上规模
的建筑，而一般的地方管理仅限于维持中央统治所必需：征收国库收入和防止严重的混乱。
相应地，千百万人口可以由几万名官员来统治、管理，官员人数少，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遥远的地方
政府。
　　帝国政府不能指望对人口直接或公平地征税。
因为，少量的官员不能够对当地农业产出的收成作出有意义的估算，农业税只能根据对当地人口以及
土地面积大小、土地质量的估计来厘定。
因为官员们不能够对工商业活动作出公平的评价，他们只能对大宗财产、较易接近的工场作坊征税，
在一部分商业道口、重要的山川要道设卡征税。
为了征税，政府必须依赖吏，相应地，他们也得对地方掌权者作出让步。
通过安置当地的掌权者，允许地方统领、吏和官占有相当大、有时数目不定的一块地方收入，政府并
没有使用大量的税官而征收了大量的收入。
　　传统的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的乡村或城市的事务。
地方社区的权力默许给了当地宗族、乡村、行会、兄弟会和秘密会社。
政府甚至并不试图干预这些地方社区组织的事务，除非事情太大而直接涉及政府的声望和权威。
政府可以建议，可以树立榜样，可以遏制地方活动，可以有选择地打击，但它不能管理甚至是监督一
般的社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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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
最近十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观点更为公
允，更加符合史实，方法更为得当；更能清晰而简捷地抓住问题要领，对中心主题的把握亦更得心应
手。
　　——[美]费正清（John K．Fairbank）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鞭辟入
里而明晰易懂，又能不偏不倚。
抛　　开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
（Ideologyand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不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傅高义教授的这本著作，
是迄今为止美国社会学家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问题的最为精彩的作品。
　　——[美]里查德·M．普里弗（Richard M．Preffer）　　（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得益于广东与香
港地理位置的邻近，使他有机会亲身接触来自中国内地的民众和其他人士，获得在众多有关中国的书
籍中绝无仅有的人性尺度，从而使本书成为兼具可读性和可靠性的非凡之作。
　　——[美]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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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作者博教授的作品虽然是在中美隔
绝的“冷战”时代完成的，却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思维。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傅高义教授是社会学家，20世纪60年代束，他对广东研究的旨趣不仅是书写历史，两是关注现实
。
30多年的时间流逝了，他的作品本身成了历史，同时也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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