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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
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
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
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
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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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把绅士作为社会—政治的官员和作为地主这二者的作用协调起来，方法之一就是要承认个人和
家庭之间的区别。
简言之，各级功名按其性质来讲只能为个人所持有，而财产却是由家庭占有和传下来的。
上面述及的士子文人在非经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是由个人履行的，而在一个地主所有制与家庭观
念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社会里（尤其在华南），个人同时又是家庭的成员。
由于财产主要不是由法律，而是靠勾通官府来保护的，士子文人—绅士就能够利用他们的政治社会身
份来维护地主—绅士的经济地位。
这两种起作用的成分，即士子文人—绅士和地主—绅士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加强，时常交织
在一起，有时则是合二而一的。
可以认为，19世纪初期的地方上层人物，首先是由一些拥有财产—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家庭组成的；其
次，大部分科举登第的人都出身于这类家庭。
虽然，有些功名获得者是靠个人才干而获得成功，有时，还能在社会上飞黄腾达，但是，如果不能获
得家庭的支持以便在早期有时间学习和得到一个家学渊源的环境，那么能起步的人无疑只是极少数。
　　地主—绅士之家似乎有一种使自己世代交替的特殊本领。
与农民比起来，他们的儿子结婚要早。
他们可以纳妾，他们的婴儿死亡率也较低，因此，缙绅之家，由于多子多孙，其后代产生有才之士的
机会也较多。
一个世家还可以同时在乡下和大城镇扎下根基，以分散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当农村发生灾荒和骚动时，这个家庭的城镇部分可以安然无恙。
而当城市里改朝换代或出现官员造成的祸害时，他们在乡下的老家却风平浪静。
当发生内战或外族入侵时，双方阵营里都可以找到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各为其主。
旧中国的这些世家大族都渴望子孙满堂，十分重视维系家庭—宗族的世系。
这就需要在生育和婚丧中竞尚奢华，培养与官府的交情，在教育上下本钱，使得其儿子能通过科举考
试而飞黄腾达。
　　因此，功名获得者的个人社会—政治作用和地主—绅士家庭的经济作用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的；今天没有必要在地方上层的这两个分析基点作区分或选择了。
虽然如此，由于历史的情况，便产生了相互对立的解释。
首先，由于1905年废除了陈旧的科举，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功名获得者；因此，地主所有制，或者至少
是“外居地主经营制”，便明显地增加了，致使现代的土地革命便把土豪劣绅当做首要目标，他们仍
然是地主，但是剥削性更大，而不再是地方上的社会领袖。
从说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租栈”的活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
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这种大规模的“外居地主制”经营的实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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