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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消费”，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一个词汇，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小事情，熟视无睹。
这是以人们的常识或生活感受而言的。
一旦把它放到政治或学术领域，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政府推出“扩大内需”的对策，来刺激生产，化解危机。
所谓“扩大内需”，本质上就是扩大消费——它可以是个人消费也可以是集团消费，意在抵消外贸出
口减少的压力，可以戏称为“堤外损失堤内补”。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消费与生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发展会带动消费不断增长
，而消费不断增长毫无疑问会刺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消费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岂容忽视！
　　然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重视生产、忽视消费的倾向，关于生产的研究成果连篇累
牍，关于消费的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
这种畸重畸轻的状况，在当代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近年已经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消费问题的研究，在
情理之中，也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黄敬斌博士的专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他运用切实可信的资料，全方位展示江南居民的消费实态，用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质疑江南“糊口经济
”论。
　　多年以前，我先后读到黄宗智教授的两本极有分量的大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之深深折服。
他以宏阔的视野介绍西奥多·舒尔茨《传统农业的改造》、伊懋可《中国过去的型式》等西方学者的
见解，令我对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的认识，茅塞顿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生与家计>>

内容概要

清代江南地区居民的日常开支由哪些部分构成?本书借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与统计学方法重现了清初至
民国年间江南地区居民的日常消费状况，从衣、食、住、行等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消费类别
入手，运用大量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两百多年间江南居民的基本生活状态，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此两
百多年间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和江南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本书多有独到之处，不仅从微观上对于各类史料提供的数据展开细致的量化
分析，还从宏观上对江南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整体把握；在纵向对比不同年代江南地区居民的生
活水平的同时，还将其与当时经济发达的英格兰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横向的比较。
通过大量引证，作者认为清初至民国年间江南地区的经济绝非所谓的“糊口经济”，而当时文献记载
的奢侈风气也没有阻碍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对于奢侈消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本书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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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食物　　衣食住行，以及炊事、照明所用燃料灯火等方面的费用
，构成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最主要的部分，在传统时代的乡村，更几乎是农民生活消费的全部。
其中，饮食消费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使在现代，也仍然是居民日常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章分主食、副食、调味品三个大的类别，对18世纪至民国年间江南居民，尤其是农民的饮食消费作
一系统的考察和估计。
　　关于中国食物及相关的文化史，安德森和张光直等人都进行过引人入胜的研究，但其视角更多是
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着眼，也非针对江南这一特定区域展开。
居民的饮食习惯，包括食品的种类、烹饪方式、营养和热量结构、用餐习惯等等，在布罗代尔的历史
观中，属于典型的“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变动是非常缓慢的。
安德森指出，“到明末时，中国的食物大致就类似现在这个样子了。
”江南地区居民的日常饮食习惯，从18世纪至1930年代，变化也是很少的。
满铁在松江的调查中对一农户的用餐状况作了观察，可提供给我们一些感性的认识。
这家人在每年三月至十一月的农忙期间，一天吃四餐，十二月至二月期间则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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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清初至民国年间江南居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反而处于较优越
的状态，在某些方面甚至较同时代的英国劳动者也更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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