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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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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三百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
。
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
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
力的一个时期”。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
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
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
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
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是部概览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史学的分析论说为主要著述方法，同时吸纳
了社会学重视结构变化和人类学关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读来既有得知
历史事实的畅然，又有洞悉深层奥秘的明快。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年鉴派学者“长时段”
的概念，故而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1820年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后延伸
到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此见出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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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府政策　　中国的居民很少有人会意识不到他们生活在什么政治制度之下。
就像天一样，皇帝也是遥不可及，但人们知道他在哪儿。
他们也会知道当时是哪朝哪代，甚至还能说得清当朝年号是哪一年。
一个农民不必非要去了解清朝的官僚结构，但他会知道在官僚体系中有官员，他们有权捕人、征税、
统领军队。
不过国家对民众的具体影响不容易准确评估，历史学家通常会认为这一影响要比实际更明显，更加一
致。
在1683年清朝的征服告一段落后，清统治者实施的政策相继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而具体的政
治和军事活动以其决定性的方式构成了18世纪社会生活的背景。
　　就像满人将其革新举措融入传统体制以重新形成统治这个社会的机制一样，清王朝的一些决定是
沿袭传统，而另一些决定则是采取新的做法以解决其熟悉和不熟悉的问题。
因此，在18世纪除了仍旧维系早就有的一些长期发展趋势外，该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带有1644年建立的
这一新王朝的印记。
　　在本书前几章，我们先要概述国家巩固政权的背景，尤其是清初重构政治体制、管理社会和经济
以及处理中国与邻邦关系的举措。
在第二章中要论及18世纪特有的主要机制，第三章用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在本书后几章，我们则要较为详细地了解清代社会在18世纪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
第四章论及经济和人口发展趋势、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然后，在对清帝国做了整体考察之后，我们还要试图描述中国各大地区的特定社会状况。
最后在第六章中，我们要探讨18世纪这一长时段与清王朝后来统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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