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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佘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
和编译工作。
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
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
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
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
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
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
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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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以清代水利史为中心，分别探讨不同地域水利设施的兴废，以及不同社
会阶层对水利问题的态度和举措，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和发展的脉络。
作者搜集并整理了很多罕见的方志和家谱等资料，发微探隐，以小见大，分析精深，见解独到，是海
内外关于清代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水利的兴衰，对农业的发展又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历代政府会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作为区域社
会的官僚和民众也会特别关注本地水利的建设，由此，水利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
重要内容。
　　森田明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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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森田明森田明，1929年生于日本奈良市，广岛文理科大学史学科毕业，专攻中国明清社
会经济史，九州产业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
主要作品有《清代水利史研究》、《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国水利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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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常州芙蓉圩：清代江南圩田水利的个案考察第一节　芙蓉圩的形成与实际情况芙蓉圩所在地
原本是一汪湖水，叫做芙蓉湖。
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时任内史的张椠让人在芙蓉湖里开辟了一百顷的湖田。
但湖田似乎没怎么发挥作用，所以芙蓉湖在唐、宋、元三朝时也仍然是湖泊。
芙蓉湖正式被开垦是在明代的宣德、正统年间，是当时的江南巡抚周忱的一个政绩。
史载：“至明宣德初，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大兴水利，以官钱粜米羡余，上筑溧阳东坝，下疏江阴
黄田港。
湖水遂涸，分筑各大圩，召民开垦，湖遂为田。
”“这是说，宣德年间之初，江南巡抚周忱用公款在溧阳县的东部修筑了水坝，以阻挡河水流人芙蓉
湖，又把湖水排向江阴的黄田港，以使湖泊干涸好造田，然后就召集来了老百姓进行开垦。
关于当初圩内的情况，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始筑时，中多芦苇，召民开垦，应募不多，仅数姓居此耳
。
地广人疏，有田可耕，虽无大富亦无大贫。
其后遭明季之乱，人厌弃城市，挈眷菰蒲深处，作桃源，避秦计，因以家焉。
迄今离落稠密，子孙蕃衍，虽屡遭水惠，而散而复聚，户口日增。
惟是村渐多，田渐少，食指益浩繁，岁又仅得一稔，民乃益窘。
昔所谓无大贫者，今竟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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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平成二年（1990年）我从大阪市立大学人文学部退休，之后又受聘在九州产业大学的基础教育学部和
国际文化学部执教。
本书就是我在九州产业大学执教期间发表的论文的结集。
本书的内容以清代为主，考察了各地的灌溉、水利设施、水利管理过程与运营组织（体制）以及它们
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水利的管理形态同地方社会关系密切，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规约的关系。
有关水利的管理、运营体制的情况及其变化，无疑反映了参与其中的地方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变化
。
反之，地方社会的特性又给当地水利的管理及运营形态提出了什么样的课题，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众所周知，在近年的中国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中，学者们从各种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区域社会
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门领域。
岸本美绪说得对，她说：“要概括性地论述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功能上和区域上
选定几个地区，从基层社会的生产当中去探求历史的基本动因，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着眼于区域社会
实际情况的研究，也就是自然的归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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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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