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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史论丛》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以促进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凡是对有关清史的某一问题确有认真研究，哪怕这种研究成果还不够成熟，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
故，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都尽量予以发表。
文章字数一般不作限制，欢迎短的，也不拒绝长的。
潜心研究、学风严谨、把握学术前沿是该集刊的重要特色。
该集刊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颇受学术界的重视。
在由中华书局出版期间，一直被作为重点图书出版。
中华书局在成立75周年纪念时，将其列入《中华书局图书要录》。
该集刊发表的文章，在已经发表的清史论著中被大量引用参考，显示出其学术影响力。
《清史论丛》自创办以来，一直被海内外清史研究者、高校及相关研究单位广泛收藏。
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台湾“中研院”等许多著名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均将该集刊作为
清史研究必备图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书为《清史论丛》的2009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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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艰辛的三十年——纪念《清史论丛》创办30周年衷心的祝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
的发展轨迹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有关清朝八旗人丁户口册的几个问题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
举经费“千古极灾”——嘉、道时期山西、河南和直隶的大地震述略左良玉“清君侧”的原因及后果
再谈明清之际北南两太子案刘泽清史事再考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
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康熙帝事考两则允糖：品性遭际时代“香妃”的传说——大小和卓木政权灭亡
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清代宫廷汉族儒家乐书制作及其
意义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戴震灵异观发微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清史
稿·选举志》订误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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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的发展轨迹林存阳朱昌荣　　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
，在新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步人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全新局面。
这一全新局面的形成，凝聚了清史学界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智慧。
而作为清史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的众多同仁，以其扎实严谨的学
风、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勇于创新的治学品格、颇具特色的丰硕成果，为清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繁
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值得关注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清史室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1978～1993年为第一阶段，也是
新时期本室清史研究的奠基阶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杨向奎先生即已有计划地着手清史研究的规划，组织研究人员开展曲阜孔府档案
和乾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与研究等。
1978年清史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更采取积极措施以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
如积极响应1979年4月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清史规划的发展思路，清史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所共同承担起全国清史研究工作联络中心的重担，创办了第一个清史研究专业刊物——《清史研究通
讯》（先为内部资料，1982年正式创刊），拉开了清史研究新局面的序幕；独自承担起编辑出版《清
史资料》专刊的工作，于1980年8月推出第1辑，此后又连续出版了6辑，为清史基础文献的整理打下了
基础。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清史研究通讯》侧重国内外清史研究动态、清史论著评介、问题讨论特别是
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有关清史研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以及篇幅较小略有不同，清史室还
创办了以清史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篇幅较大的学术刊物——《清史论丛》。
“开创了由处一级的系、所办刊的先例”，从而为学界同仁畅发新见提供了一个重要学术阵地和平台
。
而为适应研究室新的发展需要，杨先生更提出“分兵把口”思路，以整合研究室的学术力量。
他让何龄修先生找本室年轻的科研人员谈话，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定一个课题，作为三五年内
进行研究的科研范围。
赫治清先生的天地会研究、傅崇兰先生的清代城市研究、李新达先生的清代军事研究等，都是那时确
定下来的。
凡此艰辛努力和不断开拓，皆为清史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此后，清史室更以1983年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的清史编纂规划为契机，承担起大型集体项目《清代人
物传稿》上编、《清代全史》的织和编纂工作，在国家资助下，不断取得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以何龄修、张捷夫二先生为主编，相继推出《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4、6编；以王戎笙先生为总负
责人，于1991年推出《清代全史》前6卷，继于1993年推出全10卷本。
至于研究室同仁的个人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其数量和水准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升。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和耕耘，清史室在打造学术阵地、整理基础文献、确定学科发展方向、调整人
才结构、深化专题研究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显著成效，推进了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从而成为清史
学界的一大重镇。
　　（二）1994～2001年为第二阶段，也是清史室稳步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1994年，清史室与明史研究室合并为明清史研究室，这一调整，在清史室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转折
意义。
就治学范围而言，明清史研究室的成立，为明、清断代史的有机结合提供了良好契机，使得本室科研
人员的学术视野较前有所扩大，研究领域随之拓展。
尤其是，在本室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的倡议下，“明清史研究丛书”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由陈祖武先生任主编，相继推出《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中葡早期关系史》、《近代
的初曙》、《王夫之易学》、《清初三礼学》等一批学术成果。
而赓续前一阶段的努力，何龄修、张捷夫二先生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又推出第7、9、10卷
，有力地推进了清代人物研究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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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稿》第7册（清代部分），于1995年出版，促进了清前中期史的研究。
在出版条件较为艰难的情况下，《清史论丛》仍坚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克服困难，保持了出版的连续
性，推出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
此外，清史室还主办、联合承办、参与了一些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成为清史学界一支较为活跃的力
量。
　　（三）2002年以来为第三阶段。
2002年，清史与明史再次分设研究室。
2002年底，以清史室为依托的“清史学科”，被批准为院首批重点学科之一，开启了本室发展的新阶
段。
在“清史学科”建设的带动下，清史室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态势：第一，规模扩大，整体素质
提升。
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科研梯队渐趋优化。
现有研究人员十余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到一半，全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科研梯队已基本实现老、中、青三代结合，这为清史学科的科研工作具有较强后劲提供了保证，也是
本室在人员结构方面的一个优势所在。
二是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涉及清代学术文化、政治、典章制度、妇女婚姻、中外关系
史等方面，其中不少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优势。
第二，承担了一批院重大、所重点课题，以及其他一些科研项目。
2002年底，随着国家大型《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清史学科的部分同仁，或直接参与项目的负责工
作，或承担主持如《典志·科举志》、《传记·康熙朝下》、《通纪·考异（上）》等项目的撰写任
务。
第三，创建“清史学科网站”，举办“清史研究学术沙龙”。
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史学科网站”自2004年创建以来，在学科成员的共同经营下
，一直处于顺利而有序地更新、运行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本学科学术收获的新进展，而且为清
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沟通、互动的视窗。
同时，本学科坚持定期召开“清史研究学术沙龙”，或做主题讨论，或邀请国内外学者演讲，从而为
学科同仁交流学术信息、开阔视野、立足前沿提供了一个有效平台。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
“双百”、“二为”方针的指引下，清史研究无论就学术发展客观条件的改善，还是具体研究中观念
、视野、方法、材料的更新和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等，皆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
在此氛围之下，清史室的科研工作，亦展现出新的跨越。
其主要表现为：　　（一）10卷本清史断代史的推出。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清史研究发展的需要，以及研究的纵深拓展，清史学界对断代史清史的编纂给予
高度重视，一大批成果纷纷推出。
如郑天挺先生著的《清史简述》和主编的《清史》、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清史简编》课
题组编的《清史简编》、杜家骥先生著的《清朝简史》、李治亭先生主编的《清史》、朱诚如先生主
编的《清朝通史》，以及《清史编年》和两部同名作《清通鉴》的编辑，无论立意、架构，还是学术
视野，皆各具特色。
而一些中国通史著作中的清代部分，如蔡美彪先生等著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何龄修和郭松
义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周远廉和孙文良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0卷等，亦对清史断代
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其间，王戎笙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的面世，更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其10卷本的篇幅远远大于其
他同类著作；二是本著作立足整体清史的视野，将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及清入关前史整合为一体，突
破了以1644年和1840年划界的论述框架。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较大反响，如王钟翰先生曾指出：“就大规模而言，可以超过萧著《通史》的
，国内恐怕只有前几年才出版的《清代全史》一部，可以说萧著出版六七十年之后，没有产生与之抗
衡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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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吉发先生所撰《（清代全史）与清史研究》一文亦多有推誉，认为各卷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
，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所创新，亦有所突破，确实是一部足以反
映现阶段大陆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
正因如此，该10卷本于1993年推出后，旋于1995年再次印行，又于2007年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库”再版。
　　（二）打造学术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繁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史学界相继创办学术刊物、推出系列研究丛书，以
展示学界同仁的研究创获。
于此，清史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创办《清史研究通讯》、率先推出专业清史研究刊物《清史论丛》、
发起出版“明清史研究丛书”等，即其艰辛努力的集中体现。
尤其是《清史论丛》，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以较高的学术水准与严谨扎实的文风，受到学术界的
瞩目和海内外人士的好评。
而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之一的“清史学科”的成立为契机，清史室还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创建了自己的专业网站，为学科成员发表新得、了解信息、与清史学界同仁互动，提供了一个重
要平台。
　　（三）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
清史研究的起步和不断发展，是与文献资料的持续拓展相伴而行的。
早在“文革”之前，杨向奎先生即组织和带领研究人员，开始对曲阜孔府档案和乾隆朝刑科题本进行
整理。
经过多年的梳理和研究，遂于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推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封建贵族大地
主的典型——孔府研究》、《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著作。
7辑《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稀见的清史原始资料和专题资料。
杨向奎先生所著8卷本《清儒学案新编》，学术思想史料的选辑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此外，清史室同仁还点校整理了一些清代人物的文集、年谱等。
　　（四）关注学术发展动态。
对学术发展不断加以总结和反思，是学术研究得以前进的基础，更是学术自觉和理性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清史学界同仁即致力于此项工作。
清史室的同仁于此付出了很大努力。
如冯佐哲与冯尔康二先生合著的《清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研究概
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高翔先生的《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
、何龄修先生的《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以及《中国史
研究动态》刊登的许多出自清史室同仁之手的清史年度综述等。
这些文章，既对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展示和肯定，又对其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揭
示，从而为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学术工具书的编纂。
工具书的编纂，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由清史室许曾重、赫治清、冯佐哲、林永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杜文凯等先生共同编辑的《
清史论文索引》，收录了20世纪初至1981年约80年间有关清代论文（截至鸦片战争前后）篇目两万条
左右，总计144万余字。
迄今为止，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清史研究的诸论文索引中，该书一直以信息含量大、资料齐备、
准确而受到学界的重视。
王戎笙先生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6卷（清），收集经、史、子、集、方志、档案、碑刻
、书函、报刊乃至口碑材料中有关清代考试活动的文字、文物、图录资料，以分类编年形式组织、编
排，非常便于学人检索利用。
王先生编写的另一学术工具书《台港清史研究文摘》，摘录了台港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35年中
发表的论文1000余篇、专著200余部，涉及作者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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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在附录部分，还对台港一些重要学者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作了简要介绍，是较为全面反映台港
清史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清史室同仁还参与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等辞书的编写工作。
这些努力，为清史研究者作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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