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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转型问题极具探索性、前沿性。
对它的研究。
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中国古代社会经历长期而艰难的跋涉，终于在明代后期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
明代后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起点。
本书从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城镇等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城乡社会阶级关系的演变。
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的新形态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早期启蒙思潮的涌现，文学艺术的革新
与市民文学的兴盛，传统科技的总结创新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以及社会转型遇到的阻力和挫折等
诸多方面，挖掘史料，进行理论阐述，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创见
。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及明清之际的社会嬗变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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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明代后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生产
能力的提高，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提供了可能；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导致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冲击、瓦解着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促使新的
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出现；等级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和农业雇工经营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
芽的主要体现。
这就是明代后期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异发生的历史进程。
而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又是手工业、商业和城镇空前发展的基础，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
异是整个明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异的起点。
　　第一节 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粮食生产则是基础的基础。
明后期，劳动力的增殖，田地的垦辟，农业集约化的增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加大，粮食新品
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使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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