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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虽然土地广袤，但人口众多，如何在既有的自然环境中开发耕地、合理分配和使用有限的耕地是
经济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
既无天时与地利的黄河流域为何最初的发展优于自然环境优越的长江流域？
北方水利的发展不仅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凌驾于其他文明古国之上。
在中国大地上发展的农业模式，不仅开创了秦汉与隋唐大帝国的辉煌；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手工业
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进而开拓出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中国民生的开拓》从多方视角，全景式
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经济与民生开拓的各个层面，也深入揭示出经济发展背后的原动力。

《中国民生的开拓》由刘石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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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石吉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
现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和近代史
研究所研究员、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合聘教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汉学研究》（ 台湾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编
辑委员。
研究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著作有《明清时代江南市
镇研究》（1987）、《 海洋文化论集》（2010）、《海洋、跨界与族裔》（2010）等。

陈良佐
1929 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
曾任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台
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
研究员。
研究专长为中国数学史、农业史，论文有《再探战国到
两汉的气候变迁》、《从生态学的交会带（ ecotone）、边缘效应（ 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等。

黄耀能
台湾学者，著作有《左氏春秋婚俗考》（1967）、《中国古代农业
水利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之一》（1978） 、《续修高雄市志》
（1995）、《南投县志》（2002）。

梁庚尧
1948 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及博士。
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
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专长为宋代社会
经济史，著作有《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1977）、《南宋的农村经
济》（1984） 、《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1997）、《南宋盐榷 ─ 食
盐产销与政府控制》（2010）等。

戴晋新
1953 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
现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范围包括先秦史、中国史学史、史
学方法与理论，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社会经济篇》（合著，李
振英主编）（1998）、《先秦史学史论稿 ─观念与方法》（2000）等。

陈慈玉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
曾任淡江大学副教授，现为中央研究院近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生的开拓>>

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范围包括近代中国经济史、近代日本经济
史、近代台湾经济史，著作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1982）、《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1989）、《台北县茶业发展史》（1994）、《台湾矿业史
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颜家研究》（1999）、《日本在华煤业投资四十年》（2004）、《生津解渴──
中国茶叶的全球化》（2008）等。

陈国栋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曾任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兼任教授，现任台湾暨
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
究员。
研究范围包括经济史、明清史、台湾史，著作有《台湾的山
海经验》（2005）、《东亚海域一千年》（2005）等。

张瑞德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兼副所长、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文化大
学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师范大
学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研究专长为中国现代史，著作有《平汉铁
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 - 1937》（1987）、《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
理的研究 ─ 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 - 1937》（1991）等。

李东华
1951 年生，2010 年卒。
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台湾大学历史学博
士，并留校任教，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
曾出任台湾大学文学
院院长，后转任辅仁大学历史系。
研究专长为中国海洋史，著作有
《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1986）、《中国海洋发展关键时地个
案研究》（ 1990）、《方豪先生年谱》（2001）等。

庄吉发
1936 年生，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淡江大学历史学系、私
立东吴大学历史研究院、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现任政
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兼任教授，著作有《清代史料论述》（1979）
《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1994）、《清史讲义》（2002）、《咸丰事典》
（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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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
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
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
、宗教礼俗。
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
。
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
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
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
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
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
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
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地方。
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
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文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
了深刻的影响。
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
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
解释。
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
，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
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
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
，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
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
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
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
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
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
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
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
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
第一本著作，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
的刺激。
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
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
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
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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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
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
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
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
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
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
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论。
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
。
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
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
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
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
加以论述。
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
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
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
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分或类别。
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
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
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
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
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
，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
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
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
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
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
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骧、李剑农
、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
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
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
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
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
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
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
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
下材料。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
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
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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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
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薮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
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
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
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
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
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
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
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
如敝履。
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
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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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过去均偏重于专题式的深入探讨，少数通史性的论著，也都受制于断代
而论，两者均很难使我们对于传统经济有整体的认识。
《中国民生的开拓》各个主题的编排便是为补救这项缺失而设计，将看似庞大的经济史论题分立于十
一个经济部门，为传统经济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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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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