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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倪玉平博士相识已经七年多了。
那是1996年秋，他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找我，说想报考我的研究生。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聪明上进。
次年，他以高分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清史研究方向硕士学位。
我作为他的导师，从上第一堂课开始，就提出清史研究不要局限于1840年以前，要把清朝兴起、定鼎
北京直至灭亡的全过程打通去研究。
其中，嘉道时期的研究相对薄弱，值得用力去研究，定有所作为。
同时希望他加强理论修养，掌握研究方法，关注史学前沿，及时了解清史研究动态，打下扎实基础，
解决好点与面、博与专的关系，不要闭门造车，多与外界交流，开拓视野。
我还鼓励他勤于独立思考，切莫人云亦云，包括我在内，都可以与之争辩，在学术研究和真理面前，
我们是平等的。
三年期间，他学习刻苦认真，勤奋踏实，我们教学相长，共磋学术，甚至合作著书，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他以良好的思想品德风貌和出色的成绩，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荣誉称号。
我的一些朋友、同事都十分赞赏他。
1999年冬，他决定继续深造。
届时，我已退休，他只好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凯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此后，我们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不断成长的情况，我都十分了解。
由于北大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有名师的指引，加之他自己的加倍努力，终于在学业
上有了很大进步，在清史研究方面上了一个台阶。
《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正是他在北大三年苦读博士学位的辛勤结晶。
作为清朝田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特殊形式，漕粮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它包括“运”和“政”。
作为漕粮运输，既有河运又有海运，是清代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作为漕政，它同时是清朝政府一项重
要的财政与税收制度。
它在清代传统社会及其晚清转型时期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清代漕运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更多地偏重于河运方面，海运研究则相对薄弱，涉及较少。
玉平在做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关注漕运问题，并把道光初年的漕运制度改革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
。
当时，我曾建议他不要把漕运问题仅仅当成一个经济史研究课题，应提高到政治高度去认识。
在硕士论文通过之后，参加答辩的诸位老师建议他把漕运研究继续做下去，延伸到近代，着重探讨海
运问题，可以作为将来博士论文的一个选项。
现在看来，他没有辜负昔日老师们的期望。
他的这部新著，在详细占有资料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科学
研究方法，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历史上漕运的由来、发展、演变轨迹，着重探讨了清代漕粮海运兴衰
原因、漕运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漕粮海运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及它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
等等，内容充实，全面系统，叙述细密，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专门研究清代漕粮海运的厚重之
作。
　　在以往的清史研究中，从事政治史研究，更多关注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及其思想本身
，往往忽略从社会经济层面上去加以深入分析，揭示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内在联系；从事经济史研究
，往往单纯从经济史角度加以探讨，忽略它同社会政治的关系，从政治高度去认识问题。
漕运史研究也有这种倾向。
倪玉平博士在二者结合上下了相当的功夫，反复强调漕粮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是晚清政治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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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到当时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去考察，努力探究政治经济诸因素在政
府决策中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矛盾斗争、政治势力消长、中外交涉、晚清政局走向对漕粮海运的手
段、方式和成效的影响；漕粮海运的推行又如何反过来推动了社会变迁，以至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
个缩影。
　　作者对行政干预、市场机制和国家海洋战略关系作了大胆探索，尤其值得称道。
在作者看来，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如何由内陆走向海洋，由农业经济转为海洋经济，是近代中国社会
面临的巨大考验。
漕粮海运为这种选择提供了绝佳机会。
可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缺乏发展海洋贸易、推动海运事业、开发海洋资源、
掌握制海权的原动力。
尽管晚清漕粮海运问题上的河海之争，已明显带有了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的性质，然而，即
使是在当时的朝野上下，依然没有什么海权观念，或者说海权观念淡薄。
清朝统治者仅仅视漕粮海运为河运的替补手段和权宜之计，这就错过了以漕粮海运来实施海洋战略的
历史契机。
书中相关论述文字虽然不多，但却发人深省，极富开创性和历史借鉴意义。
在我看来，从政治史角度论述经济问题，把漕粮海运提高到政治高度去认识，甚至提到国家安全战略
、海洋发展战略高度加以检讨，可以说是倪玉平博士这部新著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学术研究也出现了浮躁之风，种种腐败作为
也不断侵袭着学术研究这块净土。
许多专家呼吁净化学术空气，反对和抵制学术腐败，提倡严谨踏实的学风。
倪玉平博士用他的研究实践作出了积极响应。
为了写好本书，他潜心搜集大量文献、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及外文资料，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详细占有
资料的基础上。
他的这部新著旁征博引，史料丰富翔实，格外引人注目。
他对搜集的大量史料加以爬梳整理，索隐钩沉，厘清了前人研究的某些失误乃至错误，运用较为熟练
的史料驾驭能力和可贵的理性思维，精辟分析阐述，创见迭出，决不是偶然的。
艰辛付出，才可能获丰厚的回报。
商品生产和经营如此，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
　　倪玉平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现在，我们还成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的工作同事。
欣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将《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列为该所研究
专刊之一种提交出版，谨向倪玉平博士致以祝贺。
书稿付梓之际，我不计浅陋，写下一些感想。
是为序。
　　2004年1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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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漕粮海运的施行纳入晚清社会变迁的宏大历史环境中加以细致的考察，在详尽占有史料的
基础上，爬梳史事，钩沉索隐，厘正前人之误，同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较透彻的剖析了漕粮海运制度的产生、运作、规制、运输工具等与当时政治、经济、中外关系各层
面的发展关系，辩证的分析了清代漕粮海运兴衰和废而不止的因由，论述了由此引发的晚清社会变迁
，揭示了政府在市场经济生活中职能的转变和决策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是一部史实翔实、叙事缜密、所论新见的学术力作，填补了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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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玉平，1975年11月生，湖北汉川人。
1997年、2000年、2003年，先后从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相续
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现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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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表清晰显示，这种财政体制会对实际的赋税操作产生怎样的负面作用：当每个州县都被迫以相
当细碎的数额征税，而仓场又须为朝廷的各个独立机构分配同样细微的稻米时，将会产生怎样的不便
！
而这还尚且是针对整个县或州的情况而言。
考虑到纳税数额还要细化到土地面积相当小的平民头上，小数点后面的长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说，定额制的僵化，使得征税过程丝毫不能顾及纳税人、中间环节及上层分配情况，各方面均
受其苦。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征漕当然不会如此细屑，以上表单最多只是作为上呈户部以备稽核
的手册，现实中并不在起作用。
只要总数不发生错误，就根本不会有任何一个户部尚书或郎中，会真正关心每个县征收白粮的具体情
况。
平民在纳税过程中遭受苛索，在所难免。
　　3.京通受兑的矛盾　　河海并兑纠纷此次钦差验米大臣是户部尚书孙瑞珍和仓场侍郎庆祺。
孙瑞珍奏称，他于三月初四日抵天津，而一天前已有1只沙船进口，至十六日天津共到沙船102只，漕
米133000余石。
江苏委员梁逢辰、朱钧已带铁斛来津，粮道倪良耀尚在途中，不日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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