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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新清史&rdquo;着重强调了清朝与众不同的满州元素，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
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将
清朝置于内亚这一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影响，颇有借鉴意义。
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还值得商榷。
本书除选辑国外&ldquo;新清史&rdquo;的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
的某些理论进行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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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凤云，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应邀到日本东海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并进行合作研究。
著有《清代三藩研究》、《吴三桂传》、  《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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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观清代&mdash;&mdash;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捍卫汉化&mdash;&mdash;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
》中国皇权的多维性也谈满族汉化清八旗的种族性谁是满洲人?&mdash;&mdash;综合书评杭州旗人和
他们的汉人邻居&mdash;&mdash;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关
于15&mdash;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mdash;&mdash;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清
朝皇帝的中国观重建关于&ldquo;中国&rdquo;的历史论述&mdash;&mdash;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
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现代&ldquo;中华民族&rdquo;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mdash;&mdash;兼论辛亥
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我看&ldquo;大一统&rdquo;历史观&ldquo;后16世纪问题&rdquo;与清朝世界
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mdash;&mdash;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族统治下中国的研究新进展
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从内亚到江南&mdash;&mdash;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满文档案与&ldquo;新
清史&rdquo;&ldquo;新清史&rdquo;评《满洲之道》新清帝国史&ldquo;新清史&rdquo;英文论著索
引(1987&mdash;2006)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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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0年前，时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何炳棣教授曾在他当年的主席致辞《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
的重要性》中总结了清史研究的状况。
在此之后的30年间，由于受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研究等问题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对于清朝统治的性质
和重要性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重要的转变。
在本文中，我将分析最近几年的清史研究著作，将当代的研究范式与何炳棣教授致辞中提出的相比较
，评价它们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影响。
　　虽然清朝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和满文，但是许多学者忽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指出它们仅仅是
对汉文文献的复制。
这个观点被白彬菊所反驳，她在调查了军机处档案目录之后，得出“许多满文档案并没有被翻译成汉
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都是在清代中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之结论。
　　对于满文档案的新研究揭示了这些文献是清代中前期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献的流
通常常避开汉族官吏。
直至嘉庆年间（1796-1820），朝廷还要求八旗官员，驻防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以及收到满文上谕
的满洲官员，在奏折中要使用满文。
这些满文奏折，廷寄上谕，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满文档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们的价值还
没有被学者们充分发掘。
　　近来由于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和出版了更多的满文档案，
对学术研究多有促进。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77年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奏折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利用该档案。
尽管其他朝满文奏折尚未出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馆藏档案也已经于80
年代向学者开放。
清史研究的新进展也为学者们解读这些文献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
世界各地满文资料目录索引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各旗零散满文档案的信息。
新出版的各类满汉词典以及对部分满文文献的翻译也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研究。
　　在最近十几年，学者们利用汉文清史文献也变得越来越方便。
《大清会典》和各朝实录，以及作为各朝实录的补充资料的各朝起居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重
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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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美国或者也可说在欧洲，当代的学者重新评估了满文史料在研究清史上的重要性。
学者们曾经忽视这些材料，然而近来即使不是全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体认到（或者正开始体认
到），在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中，满文档案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
与满文档案被重新定位的同时，在西方中国史家必定要遭遇的研究中国之方法论与理论架构上，亦发
生了根本的转变，而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水面。
正是这两股不同的潮流交会，引导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清史”的兴起。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　欧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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