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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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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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论著评介 / 通论文集 / 农业、农村、农民 /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一)》前言、编
辑说明、目录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一)》前言、编辑说明、目录
20060602    郑毅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457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一)》前言、编辑说明、目录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一)》前言、编辑说明、目录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一) 
郑毅  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2 
 

 
 

前  言 
 

    我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
区，地处东北边陲重地，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沃野良田，绵延千里。自古以来，
就有诸多民族栖息、繁衍、生活在这里，耕耘着这块广袤的土地，东北先民为东北
疆域的形成，奠定了万古根基，也为开发东北大地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由于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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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央王朝的边疆地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其发展较中原地区历来相差
甚远。一般说来，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由统一国家管理时，都能得到与中原社会
的共同发展与提高；在统一国家衰落和瓦解时，由于地方势力的兴起、战乱破坏以
及分裂割据的阻碍，经济文化就偏离了统一国家的生产和生活范围，其发展亦受到
极大的阻滞。由于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东北的土地开发远远
未能形成规模，农业经济也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明末清初之际，东北所开垦的
农田还主要集中在辽河流域，而吉林、黑龙江和周边地区，尚有大量未开垦的无垠
荒地。然而，自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经
过清代近三百年的移民垦耕，历经招垦— —封禁— —弛禁— —放荒，东北社会逐渐
从封闭走向开放，至清末民初，东北平原已经是田连阡陌、城镇林立、交通畅通、
商业兴盛的地区了，东北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商品粮基地已经初步形成。这样巨大的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清朝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东北土地的开发和农
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广大人民在东北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生产中付出了
多少辛勤的劳动，对整个有清一代东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全貌应如何评价，这些问题
正在引起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并亟待广大史学工作者去探索与研究。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自古以来，中国素以农业立国，农
业经济占据头等重要位置。没有农业经济的发展史，就构不成完整的社会发展史。
若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则亦非研究其农业经济不可。然而，有史以来，有关东北
农业经济的论著寥寥，究其根源，在于原始资料的开发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各种历史书籍中的有关记载鲜有人问津，尤其是作为历史真实见
证而又最具有权威性的档案文献迄今未见系统发掘，尚无一本系统而又全面的资料
书问世，致使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东北地区历史、尤其是东北地区农业发展史时，“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
的定理，理论和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
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现在对历史资料确有望洋兴叹之感，资料太多、太
散、太乱，收集、整理和考证资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我们必须特
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力量投入到这个工作里去。… …希望今后有许多资
料书、工具书陆续出版，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由此可见，系统地整理编纂东北
农业经济史料，对于研究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其影响颇深，对振兴东北经济，
加快东北农业的发展，亦将起到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东北农业经济史料集成》为大型文献资料之系列丛书。本套丛书最大限度地
搜集了以有清一代为主线的历代各类主要的史学典籍、方志、清廷朱批奏折等历史
档案，历经查找、挑选、考订、校勘、加工、编排等诸环节，精心钩稽有关东北农
业经济之原始记载，从而编纂成书。丛书所选内容极为广泛，诸如：土地占有制度
的演变、土地占有形式的发展、土地政策的变化、封禁与弛禁和开禁的过程、土地
管理诸项的延续、赋税与徭役的征派、流民及流人的涌入及对开发的贡献、各种农
业组织的建立及农业技术的采用与推广、农业调查、灾荒、放赈及建仓积谷、参
务、与农业相关的林业及手工业、与农产品相关的贸易活动等等，客观而又权威地
反映了整个有清一代东北农业发展的全貌，堪称博大，弥足珍贵。丛书共分7册，计
约360万字。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有把握积淀成现实的历史演变过程，才可能加深
对现实的认识。此书若能为从事清史、东北地方史、农业史、经济史、民族史研究
的专家学者提供方便，我们则深感莫大欣慰。 
    丛书由郑毅审定主编，马玉良主持策划，赵文铎等校点选编。 

丛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并得到吉林文史出版社徐潜社长
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  毅  马玉良 

2004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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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对所选史料，在选取段落中与本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删减，删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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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点，同时兼顾清代公文程式的特点，在标点过程中只使用逗号、句号、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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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错误直接改正。亦生歧义者，以()[]连用的形式标出，()为讹误，[]为勘正。 
    五、原文中每段开头之“又谕”、“又奏”字样，均据上文写为“谕某某”、“某某奏”
或“某某谕”。文内未加标明之处保持原貌。 
    六、内容出处注明办法，在所选每条内容下空两字处(文字满时另起一行)注明
内容所出之原书影印版本的卷页，以便于在不同版本中进行检索查找，如仁宗睿皇
帝实录卷二十一，第5至6页，略写为21／5—6。 
    七、关于日期注式格式，日期置于摘选内容之首，先标注农历月分日期，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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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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