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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和变迁是晚清中国历史的两个显著特点。
本论文集为2007年8月6日至8日在承德召开的“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编，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晚清史论丛》的续编，书中选取的47篇论文，从不同角
度具体探讨了晚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外关系体系及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清末的改革运动，对
于我们更好认识晚清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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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研究的史料边际，首先是整体的规模、范围与系统。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然后再做研究，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
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
”  可是，这样的常轨正道在晚近史的领域，却显得悬的过高，相当奢侈，甚至强人所难了。
中国文化发达甚早，为了维系千差万别的广大地域的统一，巧妙运用文言分离的功能，极其重视文字
的功效，与之相关的发明多而且重要。
中国古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世界范围看，此言不虚。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当年即因为治上古社会史没有材料而转向中国。
可是与晚近比较，古代史的资料显得相当有限。
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余种，存目6800余种，禁毁书约3100余种，合计也不过13000余种。
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乾隆以前清人著述（仅存目书即约十居四五）。
关于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录清人著述20000
余种，王绍曾主持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之外，著录清
代著述54000余种。
而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仅诗文集一项，即
达40000余种之多。
除去乾隆以前重合部分，也已经超出修四库之前中国书籍的一倍。
换言之，清代典籍的数量大大超过历代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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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8月，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行，那次会议的论文业已结集为《
晚清国家与社会》一书，作为“晚清史论丛”的第一辑于2007年8月，也即第二届晚清史会议在河北承
德召开之际出书。
第二届会议系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共同主办，
会议的主题是“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共有海内外学者100余人出席，收到论文70余篇，《晚清改革
与社会变迁》编选的论文，就是这次会议论文的结集。
中国的晚清之际，世界业已进入一个飞速变革的新时代。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也身不由己地卷入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之中。
在《晚清国家与社会》一书的《前言》中我们曾经这样说过：晚清国家与社会，既是研究的范围，也
含有方法论的意义。
对象和方法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没有政治史的框架，没有宏观的对于整体的全局的把握，晚清史的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但没有社
会史的考察，许多具体问题，甚至一些重大问题，则难以解决。
国内晚清史研究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同时亦不能人云亦云，为国外的研究模式所囿
；尤其是晚清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并有所超越，有所
创新，走我们自己的研究道路。
入选《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的61篇论文，大致按总论、政治军事及其制度的变革、对外交往、经济
、思想文化及其他的顺序编排，实际仍是按照上述宗旨，力图在晚清国家与社会的框架内，于政治史
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将晚清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这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的回顾与展望，也有中青年学者的心得与创获；既有台、港及海外华人学者
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检视，也有日、韩等国学者目光独具的他者视角⋯⋯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上、下）>>

编辑推荐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套装上下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室正式组建于1978年，其前身为著名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所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组”，主要任务是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1840～1919）
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
1999年，因学科调整，原中国通史研究室并入，本研究室的研究范围亦相应扩大，即包含了整个明清
史（主要是清史）在内，但研究重点仍在晚清和民初。
2002年，晚清史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姜涛研究员，晚清史被确定为
本室主要研究方向。
本研究室于相关研究领域在国内长期处于领先水平，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刘大年、罗尔纲、张海鹏等知名学者的带领下，每年均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论著问世，
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近代政治史理论与方法、太平天国、清末新政、边疆治理、人口与社会结构、晚
清著名政治人物与政治集团、满族史及满汉关系等，已经发表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久为国内
外同行所注目。
本研究室有研究人员11人，其中研究员6人（博士生导师3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3人，学术
梯次合理。
现任主任为崔志海研究员。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前身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迄今已有57年的建系历史，先后涌现
出张恒寿、王树民、胡如雷、苑书义等著名历史学家。
历史学素为学校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现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教育部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学院现有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专业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历史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拥有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两个校级重点学科；并设有历史学系和燕赵文化研究中心、
黑城学研究中心和避暑山庄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教授24名，副教授20名，讲师4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30名，博士研究生导师13名。
经多年建设，学院在先秦史、中国经济史、近代海防史、晚清政治与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等研究领域
形成特色并取得丰硕成果。
现任院长为王宏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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