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397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明清史著 / 综论、民族、区域 /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序、目录、后
记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序、目录、后记
20061103    李龙潜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651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序、目录、后记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序、目录、后记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李龙潜  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 
(暨南史学丛书) 

 

 
 

总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
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
《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
一贯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
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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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
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
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
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
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暨南史学丛书”，除刊布专著，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
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文，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
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广泛而
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刺伯
人与南海舶”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
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
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弁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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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和江南、福建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课题，被列
入“六五”、“七五”全国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正
如已故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所说：“在中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严重
的不平衡性，区域性研究尤其必要，区域性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
的特殊性，而且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说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
社会的发展进程。区域性研究，还可深入地方史料，广辟资料来源，避免研究工作
中存在的以偏概全、内容空泛、拼凑史料等弊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
华书局，1992年，第2页，代序)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非常受学术界重视，成为



热门的课题。当时，在广东方面，由中山大学汤明檖教授牵头承担了广东区域经济
史研究课题，组织了研究小组，开展工作。我有幸成为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因工作
之需，我便把研究重点从明清经济通史转移到广东区域经济史上来。经过多年的努
力，我陆续撰写了十多篇论文，以探求明清时期广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
特殊性。这些论文，分别发表在各地的刊物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如《明
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一文，曾获1983年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有
人评论说：“这一研究成果为解决三十六行这个史学悬案作出了重要贡献。”(见广东
《学术研究》1978年第6期)现在把这些论文汇集成书，付之剞劂，一者给同人研究
参考，查找方便；二者对自己算是总结，检讨过去，克服缺点，激励将来，更加努
力。这次收入集中的论文，如《明清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意义》一文，是和唐
森教授合作撰写的；《评介郑之侨<农桑易知录>》一文，是和陈忠烈研究员合作撰
写的；《论述香港南北行》一文，是和王钜科编辑合作撰写的；《清初广东“迁海”的
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是和李东珠老师合作撰写的，特此注明，表示
谢忱。又这次收入集中的论文，一般不作较大的改动，基本保存了原貌。不过，当
年发表在刊物上，限于篇幅，有所删节，现已作了补充，充实了内容，也增强了论
点。在编辑过程中，承汤开建教授在百忙中，拨冗替我审阅，提出了不少改进意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吕健先生认真细致地审阅本稿，纠正了许多技术性的错误，在
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自然，限于本人的学术水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
者批评指正!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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