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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海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关注和思考“地缘政治”、　“陆权”与“海权”等问题已久。
他跟着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将这一思索具体化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上，而最终确定以“清代渡
海巡台制度研究”为本书的题目，既符合“大处着眼，小处落墨”的为学之道，又有史学研究者的现
实情怀，所以我对他的这项研究很有兴趣和信心，支持他尽快进入研究状态。
　　自乙未（1895年）割台以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百年之痛”。
百余年来两岸的风风雨雨，始终在拨弄乃至煎熬着两岸人民的心绪与情愫。
因此在全海着手这项研究之前，两岸历史学者有关台湾及台湾与大陆关系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为数可
观、选题不易的状态了，这或许就是近几年大陆虽有不少高校开设台湾（或台港澳）研究所，但真正
有份量而且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成果还不够多的原因之一。
　　既往有关两岸关系的历史研究，首先多数集中在政治、军事、对外交涉领域，所以郑成功收复台
湾，1885年台湾建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就成了人们熟知的研究课题。
其次较多的，是经济上的两岸往来，包括生产和贸易上的各种联系。
再次是移民和文化联系，意在追本溯源，说明两岸人民同属炎黄子孙，理当血浓于水，风雨同舟；而
“台独”分子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及“去中国化”的“理论”及行
动，都是数典忘祖，罔顾历史与事实的表现。
而全海以为，除上述研究还需要细化和深入之外，还更宜注意清代管辖台湾的制度运作，这不仅是“
主权”的宣示和体现，更是管辖是否有效，“主权”是否得以落实的关键。
说到底，移民所到之地，文化影响所及范围，还有经贸圈，甚至军事力量所及之处，往往超出“主权
”之外，而只有行政制度的贯彻落实，才真正是国家“主权”的根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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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诚如书名《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所显示，该书属于制度史研究类。
由于《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作者没有停留于对制度的文本解释，而是深入到制度的沿革变迁和制
度实施中的过程和实施后的效果的考察分析，所以该论文能给人多方面的启示。
就我个人的一得之见而言，即有如下几点：　　其一，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魏源早就说过“法久
必弊”，他们所说的“法”，实是概指广泛的制度、法令、规定之类，意思就是说各种大小范围、性
质不同的“法”主要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和情况而制定的，因而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时间过去久了，一方面会因时势变化而使得有关规定不适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会因人的懈怠
而使得有关制度的功能流于废弛。
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处置办法，或者是重申制度，或者是对制度加以增革损益，此即“更法”或“
变法”。
清朝中央政府管辖治理台湾的制度的前后变化也说明了制度必须变革的道理，而且制度变革不仅要有
针对性，最好还能有前瞻性，“未雨绸缪”要好过“亡羊补牢”。
　　其二，由于全海在书中所说的“制度的产生，一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制度的设计者为寻
求最优，对制度执行者在操作中的行为，或多或少是基于一种善意的假设”一语，使我想到制度与人
的关系。
制度与人的关系实则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设计和制定制度，靠的是人；执行和落实制度，同样靠的
是人；受到制度规范约束和指引的，同样是人。
所以研究制度绝对脱离不了对“制度链”中有关人的研究。
从该书对巡台御史、轮值巡台福建大员诸人的研究可知，在同一制度之下，有的人能够尽心尽职，有
所作为；有的人则畏难怕险，敷衍塞责，甚至渎职偾事。
这也足以说明，即使有适合客观情形的制度，仍然需要靠人们去实施和遵守，否则就会形同具文。
　　其三，对于制度设施，既要明确其特殊性，也要善于发现其普遍性的意义。
具体地说，《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所研究的御史巡台和福建大员轮值巡台制度，其重点是“治官
”，其次才是“治民”的。
因为该制度的设计，就是台湾的地方官直接治理台湾民众，而由中央派委的御史或轮值巡台的福建大
员对台湾地方官的治理情形进行督导和检查，故可以说这一制度实为直接“治官”，间接“治民”。
从内政的层面看，清代台湾的两次重大民变，即朱一贵起义和林爽文起义，都是由官民矛盾而起。
这也足以证明，欲治民必先治官。
所以清代的巡台制度，虽是具体针对中央与台湾的特殊情形而制定的，但又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以上所说，只是审读该书时产生的若干联想，或许有些超出了《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内容和
作者的意图。
对于论著本身的得失优劣，我作为老师，倒不便多言，还是留待专家和读者们的评判好了。
我还希望全海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继续努力，拿出更新更有份量的成果。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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