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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庆新弟的这部书，我读过初稿、二稿，也做过一点笔录。
如今他要我写序，我遂整理笔记，写几句话，表示对他的祝贺和对他的专著的学术理解。
　　庆新这部专著的研讨对象和观点，以及史料的运用、行文的结构，我将之概述为：以翔实的资料
，严密的结构，比较完整地论述明代海外贸易体制及其从传统制度向现代制度转型的某种趋势，对明
代海外贸易史提出诸多原创性见解，成为富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专著。
所说的创见，系指下列几个方面：　　(1)明代海外贸易从传统的市舶司贸易向近代的海关贸易转化，
实质是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的“变态”。
这就是庆新在书中所说的：“明中叶国内外形势皆出现重大变化，朝贡贸易萎缩，‘弘治新例’出现
，显示朝贡贸易体系正在走向崩溃，商舶贸易逐渐主导海外贸易。
”⋯　(2)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在广东方面产生“广中事例”，由广州“一元中心”变为澳
门、广州“二元中心”。
再变为广州国际间的定期集市贸易(就此庆新名其为“交易会”，我以它近似于“广交会”之称，有现
代化之嫌，建议他斟酌更改，然未有妥善之概括，附说于此)。
　　(3)宦官掌管的提督市舶衙门的出现，与政府的市舶司呈对峙的局面。
市舶司的历史受到学者关注，而发现提督市舶衙门的存在与影响，并且论证两者权力的消长和兴衰嬗
变，庆新有其功矣。
　　(4)明代海外贸易附属于政治的性质特别鲜明，或者说政治色彩非常强烈。
用庆新的话说是：“明前期统治集团把朝贡贸易纳入重建以大明帝国为中心，以海外诸国为藩属的国
际外交体系之中，成为明朝‘怀柔远人’，‘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政治手段，传统的官方海外
贸易被赋予政治功能而发挥到极致。
”这也实现他的写作初衷：“把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变化置于明朝政治外交与经济发展以及现代世界体
系的宏观视野中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审视”，“挖掘制度变迁蕴藏的政治文化意义”。
　　(5)闽、粤海外贸易的各自特色的发现。
两省在贸易管理上存在重大差别，广东方面允许外国商人上省交易，中国商人出洋往来；福建方面有
“月港税制”，只准中国商人出海贸易，而不准外国商人前来通商。
广东体制较为灵活，多为后来的清朝所继承，是海关制度的主要渊源。
　　(6)明代海外贸易出现转型趋势，有利于闽粤地区经济发展，为沿海平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谋生途
径，刺激并带动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进程。
如珠江三角洲等地，农业商品化生产与海外市场联系日趋密切，部分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出口导向倾
向；而朝贡贸易区域，民众受差役困扰。
　　庆新既然讨论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变化，而且发现它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某种趋势，逻辑的思维
必然引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是的，庆新特设专门章节进行研讨。
他不同意“要不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可以自主走出一条有别于欧洲的现代化之路’’的说法。
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范畴，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体系来考察，除了经济结构之外，还应该考
虑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文化结构，尤其是政治结构最为关键。
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经济确实出现某些与传统不同的新经济因素，但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什么大
的变动，政治领域更是铁板一块。
所有制度调适与社会变迁，基本上属于费正清所说的“传统内的变革”。
从世界范围看，16世纪以后正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启动之时，东西方对待海洋活动与商业贸易的态
度和投入呈现出巨大差异。
欧洲挟其社会变革先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资本主义：明朝仍然故步自封，拒绝完整意义上的对外开
放与自由贸易，社会结构封闭，政治结构僵化，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是个绝大的课题，是
学术界多年讨论不完的议题。
庆新研究的是局部范围的专门史，原本可以不关照它，可是他要参加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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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术参与的勇气和精神，令我佩服。
学术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争鸣中求其接近于历史实际，或者说接近于真理，不参与，怎么
去“接近”。
人们常说“贵在参与”，我以为用到这里是贴切的。
庆新，相信你一定会以史学的求真求实精神，以勤奋和智慧，继续参加学术问题的讨论。
　　庆新的书，令我不能满足的是明代海外贸易主客体的客体那一方的历史的交待。
讲明代海外贸易，明朝中国是一方，或者说主体一方，与明朝贸易的海外诸国、诸地区为另一方，或
者说客体一方，贸易是双方的，贸易史研究，需要对双方都有了解，才能臻于完善，以此要求庆新的
书，就不无遗憾了。
因为对明代海外贸易的东西洋“受众”缺乏相对充实的说明，对后来的大西洋贸易“伙伴”的解说也
有限。
我这样说，无异于苛求庆新。
确实是苛求!因为不能要求一部著作，把什么事情都讲清楚，尤其是学术界还没有研究的事情，还缺少
涉猎的领域，一个人哪里能够做得到，一个人哪里能在短期内做得到!是苛求，为什么还要讲?因为我
们在涉外关系的史学研究中有两个弱点，一是中外历史不能同时研究，主要是缺乏世界史的知识，因
而很难达到全面性和深入性；二是以我为中心的观念(传统的，然而也是现实的)，有时就不得不犯概
念化与违背实际的毛病。
有此想法，借庆新给我的篇幅，把它写出来，无非是共勉的意思，以求提高我的研究水准。
事实上，我知道庆新在进行新的追求，他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课题研究，又为做“华人与东南亚社会
研究”，去年春节前夕去越南，不是旅游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学术考察，就是走中外历史同时研究
的路子。
这样做下去，怎能不会有长足的进展，怎能不会有新的学术建树贡献给学术界。
　　庆新做的是制度史的学问，就是要把制度原原本本剖析清楚，尽可能地复原出来。
所以他在书中详细讲了明代海外贸易的主管机构——市舶司和提督市舶衙门及其主管官员和太监(难能
可贵地列出人员名单)，详细讲了那些具体制度，如弘治新例、广中事例、澳票制、月港体制等。
所以我才说此书史料翔实，令人明了制度的产生、变化以及其实践情形。
制度史是史学的基础性研究，与其相关的历史研究就离不开它，就要以它为基础，在它的上面去做深
入的探讨。
因此我以为，庆新的书，不仅是对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作出成就，同时是明代中外关系史、经济史、
区域史、宦官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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