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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并不由它研究的问题大小来决定。
在学术史上，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常常都是从新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建立起探
索的新架构，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这种“小题大作”的风格，更能体现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崇论
闳议逊色。
当然，小题能否大作，作品是否实在而富新意，就有赖于作者的眼光和功力了。
陈春声这部著作，从18世纪广东一个省区的米价分析人手，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
迁的关系。
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标准，问题实在不算小。
但相对于时下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许多纵横古今中西的宏篇巨制来说，把对一个省区在一个世纪中的米
价分析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专著，也算得上是“小题大作”了。
　　不过，正是这样一部“小题大作”的著作，在它的草创阶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从事中国经济史
研究的学者的关注。
当它的雏形还只是一份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油印本时，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
辗转流传，并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后来，陈春声在傅衣凌和杨国桢教授指导下，进一步把它写成博士论文后，这一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
所取得的成绩，更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
由此看来，一部成功著作的影响，是不会受其讨论对象的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的。
　　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
作者借助电子计算机，处理了近十万个粮价数字，在一系列较复杂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米粮价格背
后的市场关系，并结合对各种记述性资料的诠释，揭示了18世纪广东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动态。
虽然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据资料，把数理分析引入到历史叙述中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计
量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史学方法，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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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清代档案中搜集了数万个18世纪的广东米价数据，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广东米粮
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米价的不规则变动和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从而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
中心，联结广东、广西两省和湘、赣、闽三省部分地区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
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本书曾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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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研究进入对物流背后人的活动的考察，我们就发现，18世纪广东米粮市场的运作包含着深刻的
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决定了传统中国市场具有与西欧不同的性质和导向性。
　　从市场运作的情形看，当时表现得颇为有序、高效的市场网络，实际上其每个部分都包含了大量
非理性、无秩序、不经济的因素。
我们讲到，18世纪以广州、佛山为核心的区域性米粮市场有较高的效能、多层次和较完善的内部组织
，其运作也较为理性，在这个市场上商品的流动基本上是根据米粮地区差价所反映的供需状况以及运
输的便捷的情形合理地进行的。
但另一方面，这个市场体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大量的非经济的行为，受到各种非
经济因素的干扰。
前述广州旗兵控制、操纵米铺，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在广州、佛山设立经纪米谷总埠，县城米铺与胥
吏、兵丁串同作弊，陆丰知县的家人欺压米铺，黄鼎司巡检借故查封佛山米铺，五斗口司书吏强迫米
粮商人少报米价等等事实，都是这类非经济行为的典型例证。
实际上，这类行为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
这样，市场网络的各个组成因素的非理性性质与市场总体运作的有序表现构成一对奇特的矛盾。
而且，在传统中国后期这一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米粮市场，更不限于某一经济区域。
　　就商人的活动看，尽管他们在每次具体的交易活动中必定斤斤计较，锱铢力争，力求取得最大的
利润，但是，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却不在于经济方面。
18世纪到广西从事米粮贸易的广东商人发财之后都投资于土地和政治，广东省内大米铺的经营都带有
明显的家族性并以增强宗族力量为其重要目的和手段，许多小商贩进行经营活动则仅仅为了家庭的生
计。
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最终目的的商业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财富积累如果
不转化为土地、功名、职衔、家庭的荣誉和地位等等社会性标志，就难以使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得到
实质性的提高或难以使这种提高得到实质性的保证。
所以，商人具体交易活动的利润追求与其最终目标的非经济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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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在积累丰富数量和记述史料的基础上，严格地运用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是迄今中国大
陆关于清代物价史研究中出类拔萃的力作。
　　——[日]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物価,经济变勤》，58页　　无论是就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史研
究而言，还是从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趋势来看，本书的研究都是富于创意的。
作者的努力使我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从一起步就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刘志伟、郑振满，《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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