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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
和编译工作。
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
清朝从1644-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
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
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
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
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
，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
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
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
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
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
纪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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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
清朝经济环境(物价高低、赋役轻重等)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
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
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
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
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本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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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清代，货币数量的动向依赖于海外银的流入或流出、国内的矿业生产以及民间流通的信用货币
的增减等。
这样的货币动向究竟对经济的实物性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尽管此问题不一定是物价史的专门课题，但近年已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方法上的主张，首先可以举出的是宫崎市定（1977）。
　　宫崎（《中国史》上册，岩波书店，第78页）认为，对古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动来说，伴随货币
的流出流入而产生的经济景气波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指出，秦汉古代帝国时期是上升期，后汉以后至唐代的中期是停滞下降期，并且，“宋以后，大概
以一个王朝的长短为景气的一个周期，从这里就能看出社会变化加速了。
但是这个周期的长度此后变得更短，到最近甚至数年就形成一个周期。
”根据宫崎的观点，景气波动与政治好坏是一致的。
即经济景气时期就容易取得政治上的成效，不景气时期社会就混乱。
　　如此，景气波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作为关系到中国社会治乱得失的重要原因被提了出
来。
就像宫崎自己也承认的那样，他的景气概念并非十分严密，要给予批判是很容易的。
不过，明清经济中的确存在着“活跃”一“停滞”的起伏波动，这种具有可逆性的经济状况对人们经
济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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