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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漕运》一书，自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及好评。
有先生认为，以前，漕运研究者对漕运兴盛衰落说法甚多，也有一定道理，但又不能令人满意，总觉
得没有说到点子上。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本书探讨清代漕运史时，紧紧
抓住地主制经济论这一中心线索展开。
作者以为，当清代地主制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发展时，以地主制经济为中心的多种经济成分得以正常发
展，中央集权稳固，政治比较廉明，吏治整肃，从漕运方面所体现的便是由明代的衰落到清代康雍年
间、乾隆中期以前的兴盛。
进入乾隆中后期，地主制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经济发展受挫，政治上
日益腐败，官吏贪污之风日炽。
同时，商品经济较前有更多发展。
在新形势下，一方面农民经济萎缩，漕粮负担却因需索而加重，农民己难以承担。
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粮在增加，京师粮食己另有途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黄河不决堤，漕运迟早也要走向历史尽头。
运用地主制经济来探讨漕运问题，是本书理论上一大突破。
还有先生认为，本书是研究清代漕运的笫一部专著，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有人对清代漕运进行研究，但论文不多，内容也仅限于某一方面，始终未见有系
统研究之作行于世。
本书面世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平台。
也有先生认为，本书立论基础厚实，引证资料丰富。
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尽了最大努力去搜集与本书有关资料，因此写作时有可能大量运用档案、文献，以
至抄件、孤本，并互相参证。
称赞此书“资料之丰实，前所仅见”。
　　本书另一贡献在于富有现实现义。
(1)本书详尽论述清代漕运由清初之混乱到康雍及乾隆中期前吏治之整肃，保证漕运畅行数十年。
乾隆中期以后，伴随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漕运由治而乱，从而揭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阐
明政治上廉明必然为经济工作的发展开辟良好的环境。
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必然影响到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和经济建设事业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有先生指出，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说是有永恒现实意义的”，并说“作者强调这点是有远见卓识的”
。
（2）本书对沿运河商业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其兴衰中总结出：要保持一个城市长盛
不衰，必须要注意生产与消费的同步增长，保持生产与发展的基本平衡，尽量使两者维持在同水平线
上。
作者指出，一个单纯消费城市，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就难保持其持续发展的势头。
认为这一见解，对今天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3）有先生认为，在当前学术界存在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时，本书的作者能够坐稳冷板凳，以扎
实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是难能可贵的。
这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得到的好评，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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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文治（1909.11～2000.11），河北容城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
至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一批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者。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
主要专著有：《晚明民变》、  《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 894）》（合著）、《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清代漕运》（合著）、《中国宗
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合著）、《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合著）等。
除《晚明民变》及《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两书外，其他著作有的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
奖，有的获吴玉章奖金特等奖及（历史学）一等奖，有的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有的还获郭沫若中国
历史学奖，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二等奖。
发
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李文治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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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河南五省停止漕运　　第二节　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停止征漕第十四章　漕运与商品经济　　第
一节　漕运与商品流通　　第二节　漕运与商业城市　　第三节　商品流通与社会经济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漕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发生和演变　　第一节　宋元以前漕运制度沿革　　一　　秦汉时
代，朝廷把河南的食粮转运陕西；隋唐以后，则将东南的食粮转运西北；伴随食粮转运而形成中国历
史上的漕运制度。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京师所在地需要较多的食粮，同时和农业生产发展变化有关。
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和水利事业有着直接联系。
　　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开始兴建较大的水利工程。
如魏文侯时（前445～前399），西门豹为邺令，在今河南临漳一带挑浚河渠12条，引黄河之水溉田。
魏襄王时（前318～前300），史起为邺令，开挖沟渠，引漳水溉田。
这时并出现了水利专家，如韩国著名的郑国，为秦国完成泾水流域巨大水利工程，把陕西40000顷卤泽
变成良田，史谓地一亩可收谷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日郑国
渠”。
　　汉朝对北方水利更加注意。
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刘彻令水工徐伯开凿由长安至黄河长约300里的漕河，临近河渠的一
万多顷土地都变成沃野。
河东守备建议开凿河东郡的沟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阳以下的土地，引河水灌溉汾阳、蒲坂以下的
土地，他这个计划预计可溉田5000顷，每年可收获200多万石粮食；后因河身迁徙，没有完成。
　　此后，刘彻又下令开发洛河的水利，兴筑龙首渠，先后开凿10年始得完成。
元鼎六年（前111），左内史儿宽建议开凿六辅渠，灌溉郑国渠所不能灌及的高地。
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请引泾水以注渭水，计开渠200里，灌溉谷口栎阳等处田4500多顷，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渠。
西汉的水利事业，在汉武帝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班固所论：“白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关中、灵轵、成国、沛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
各万余顷。
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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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漕运（修订版）》是研究清代漕运的第一部专著，书中立论基础厚实、引证资料丰富，富
有现实意义，主要内容有：追述漕运制度发生和演变的历史沿革，探讨生产发展与漕运的关系，论述
清代漕运制度架构和历史沿革，阐明清代漕运体制演变，研究漕运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关系。
《清代漕运（修订版）》主要特点在于：运用地主制经济论来探讨清代漕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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