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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张佩国副教授的新著《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即将付
梓的前夕，我有幸读到书稿的全文。
众所周知，一些中外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先后对清代山东和华北（含山东）的农村经济进行过
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先后已有数本较有影响的专著问世。
如今，本书作者又将此项区域经济研究延伸到1900年至1945年，仅就本课题涵盖的时空范围而言，即
已填补了山东与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空白。
业内人士一看便知，由于本课题的研究起点较高，如果作者没有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视野来探讨这个问
题的学术魄力，是断难下决心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来著书立说的。
翻开此书，即可看到：作者以地权分配为中心，将地权分配、农家经济和村落社区这三个紧密相关的
问题融为一体，并把它们共同置于一个大生态环境体系中来加以考察，由于作者使用了这种将历史学
和社会学相互贯通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本书颇具特色。
下面，我将谈谈通读这本书稿后的一些收获、感想与体会。
　　在第一章《近代山东农业生态的透视》中，作者细密地研究了包括地形土质、气候条件、水系分
布、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环境以及包括耕作制度、水利状况在内的农业技术体系，还研究了包括交通
网络、聚落地理在内的人文环境要素。
不仅如此，作者还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了近代山东这块超载的黄土地，并对这块黄土地进行了合理
的农业经济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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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填补了山东与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空白，将以前农村经济的考察与研究，延伸到了1900年
至1945年，并且还从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视野，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书中，作者以地权分配为中心，将地权分配，农家经济和村落社区这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融为一体
，并把它们共同置于一个大生态环境体系中来加以考察，由于作者使用了这种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相互
贯通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本书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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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国 1966年生，山东成武人。
1988年6月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1993年6月在复旦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98年9月在南京大
学获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1998年12月在青岛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8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
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7月出站后至上海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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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征税与乡村行政体制的演变　　四 合法性危机：乡村权力体制创新的困境结语附录 近代山东的
度量衡及币制问题参考文献索引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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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相对意义。
在后面的研究中，我有时将历史时序上溯到明清时代，并利用一定数量的乾隆刑科题本档案资料，来
说明地权分配的历史关联性，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资料利用的技术性考虑。
　　本书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史编史学。
以往涉及民国时期山东历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中共党史、革命史方面，山东省内部分学者出版了
大量这方面的著作，如《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抗日战争史》、《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
》、《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山东土地革命史》等。
近几年有三部影响较大的山东地方史专著问世，即分别由孙祚民研究员、安作璋教授、吕伟俊教授主
编的两卷本《山东通史》、七卷本《山东通史》、《民国山东史》。
吕伟俊教授的著作是在过去十几年对张宗昌、韩复榘、王耀武等山东地方军阀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
更有其独特之处。
　　山东大学朱玉湘教授著《山东近代经济史述丛》一书，运用了大量地、市、县的档案资料，对近
代山东农村的土地问题尤有深刻的研究。
罗仑、景苏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著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是国内“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路遥、徐绪典教授在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进行了一定的调查与
分析。
此外，官美堞、庄维民、唐致卿、李平生等先生对近代山东农村经济史也均积多年研究，成果甚丰。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张玉法院士治近代山东地方史有年，除著有《中国现代化的区域
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一书外，尚有《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山东的农政与农业
：1916～1937》等论文。
《山东文献》除发表有关山东的文献资料外，也有关于近代山东史的论文发表。
吴慧芳《民初直鲁豫盗匪之研究（1912～1928）》、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李国祁
《十六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山东莱州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等论著，也极有参考价值。
　在近代华北（含山东）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美国、日本汉学界颇领风气之先。
何炳棣先生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明清社会史论》
、《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国会馆史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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