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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百多年来，中国在内外交逼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而又缓慢地转变，新旧杂陈，土
洋共生，呈现出生动多釆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形态。这里，蕴藏着经济学理论的丰富资源，
不仅为经济史研究，而且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研究者若能在把握历史的
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或可由此而生。其中，手工业的
发展演化，资料尤其丰富，形态特别复杂，是值得深入开掘的一座富矿。然而，长期以
来，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手工业一直是一个相对沉寂的领域，虽然近年来这一问
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对近代手工业的某些部门和行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注
目的成果，但是比较而言，还是刚刚起步，尚属薄弱环节，仍需继续深入。与中国近代经
济史其他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相比，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部宏观探讨近代手工业发展状
况的专著问世，这与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与目前我国经济
学者和历史学者的庞大队伍、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都是很不相
称的。 

这种状况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近代手工业的变化多端，难以把握；也可能是由于近代手工
业的头绪繁杂，资料难全。但我想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近代经济史研究
中，过分地强调了工业化和手工业、“现代”和“传统”的两极价值对立，把手工业视为
落后的、应予抛弃的过时生产方式，从而对之不屑一顾，不予置问。确实，随着近代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兴起和发展，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习俗时尚和大众心
态的递嬗衍化，中国工业生产的传统格局和固有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代新质生产力
以一种新型产业组织为载体，出现于中国社会经济的传统系统中。这种新质生产力，不仅
在构成因素、组合方式、总体功能上，同它赖以产生的旧土壤相比表现出新的内容，而且
在数量上也逐渐占有了一定的比重。对这种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某种偏爱，给予特别的关
注，本也是人情之长，无可厚非。然而，事物还有另一个方面，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在新的生产方式发挥着它的扬弃功能，从各个方面改造、提高、排斥和淘汰旧的生产方
式，推进社会生产力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同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扬弃过程中的亲
和现象，即新旧生产方式的共生、并存、互补和“双赢”。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演化的生
命周期中，“扬弃”和“亲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两种力量。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
也不可能出现只有一种力量起作用的情况。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生产力的孕育、诞生、成
长、成熟和蜕变的过程，都离不开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渗透。从纵向看，每一级和每一代
生产力都必须以前一级和前一代生产力为既定前提和出发基地，具有着纵向继承性，不可
能凭空产生，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也无法跨越；从横向看，每一级、每一代的生产
力，在开放的形态下都会受到其他级、代生产力的作用或影响，都具有横向的吸附性和流
动性，使得较低代、级的生产力不断向较高代、级的生产力靠拢和转化，当然，也不排除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逆向运动。由此。新一代的生产力无论是从原有系统内部自然演化而出
现，还是从原有系统外部强行楔人而生长，都可能甚至必然与原有的社会生产力交错共



存，并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于是，在社会生产力新陈代谢的生命周期中，都不可避免
地会形成一种“四世同堂”的局面；在任何一个历史发展时段上，也都会合乎逻辑地出现
数种生产方式并存共生的“多元结构”。在近代中国，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延续的
时间也格外漫长。研究者如果对之视而不见，无异于闭目塞听，自欺欺人。 

有人曾经形象地比喻：经济史是门“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学科，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又是
历史学的分支。经济史的研究内容，既包括“历史上的经济”，也包括“经济的历史”。
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历史上的经济”，就是指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所谓“经济的
历史”，就是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分析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
及其机制。在这里，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学的方法都可以成为研究手段和分析工具，并无
高下轩轾之别。在实践中，则应该根据研究内容、处理材料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以求更加
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 

由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史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也包括其他各种流派的西方经济学。一种理论，就是一种方法，就是一个视角，
提供了叙事、释史、解惑、明理的框架。吴承明先生说过：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
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经济学说，有些具有普遍意义，有些不一定适
合中国国情，因此，我们在以之考察“历史上的经济”之时，就应该做出比较、修正和选
择，而不是亦步亦趋，全盘套用。 

本书，就是力图在弄清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
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之进行分析的一次尝试。现在看来，这一尝试很可能是大胆有余而
小心不足，虽然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准确精当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但眼高手低本是人性
之弱点，再加上学力不逮，识见浅陋，实际效果乃南辕北辙也未可知。佛典有三兽渡恒河
之喻：兔浮水上，马及一半，象穷河底，比喻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悟道所得各有浅
深。我却觉得，兔、马、象各从其性，徜徉学海，实在是各得其所，未必有什么高下之
分。用咱们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来说，就是“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只要是自己的
声音，就会有几分深沉。 

本书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割舍的过程。在20余万字的有限篇幅里，根本不可能
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备叙，因此不得不作出必要的选择。这些选择涉及到文献资料、中
心内容和整体设计等各方面，对之当然会有种种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议。陈寅恪先生有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

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
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

小书，是已“预流”抑或“未人流”，读者诸君有何见教? 

多年来，一直受到诸多师友的真诚关爱和谆谆教诲，值此拙著付梓之机，谨对惠爱于我的
各位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本课题的研究和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海南省社科联、海南省教
育厅和海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资助与支持，识此以表谢意。 

王 翔 

200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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