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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     

  1. 理论的提出     

    日本清史研究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新理论和方法是“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它不仅关系到对清代
经济史和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而且关系到对中国以至整个亚洲近代史及近代东西方关系的认识。这在日本学术界以至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
和影响。     

    朝贡贸易体系和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最初是在1984年以“近代亚洲贸易圈的形成和结构”为主题的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全国大会上提出的。倡
导者是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他发表了论文《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银流通》，此外与他呼应的论文还有杉原薰的《亚洲内部贸易的形成和结
构》、川胜平太的《亚洲棉布市场的结构和展开》、角山荣的《亚洲内部的米贸易和日本》等论文。     

  2. 理论的基本构想和视角     

    滨下武志教授“亚洲经济圈论”理论的基本构想是“把握亚洲内在的细节，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描画亚洲近代的面貌”。他的基本视角则是
“将历来观察问题的方法逆转，从亚洲的角度观察西欧”，即“从历史上形成并显示出来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国际交易关系全体的内在变
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历史继承形态的近代亚洲”。     

    滨下武志的“亚洲经济圈论”是和他的“朝贡贸易体系论”紧密联系的。因为他认为“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正是在以中国为中心
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体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内在变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内容，而且也是影响和延及东亚、东南亚近代内在关系的缘由”。
他主张应该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近代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国际契机。这就需要一方面探讨在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朝贡
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之中亚洲内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根据这种既有的关系，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与欧洲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进
行理解，即转换研究东西关系时历来的视角，从欧洲是如何加入到亚洲既有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从亚洲所看到的对欧洲关系。     

  3. 有关代表作     

    滨下武志关于“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的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地市场圈》（汲古书院，
1989，730页）、《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315页）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232页）等，还有
他的论文《东亚史上的华夷秩序》（《国际交流》62）、《朝贡与条约》（《周边的历史》）、《朝贡与移民》（《统治机构的文明学》）、
《从白银的流通看世界经济网络》（《世界的构造》）等。与此理论相关的著作还有杉原薰的《亚洲贸易的形成和构造》（智慧书房，1996）、
黑田明伸的《中华帝国与世界经济》（名大出版会，1994）；论文如宫田道昭的《近代亚洲贸易与中国沿海市场圈》（《思想》810）、冈山隆
司的《在通商与朝贡之间》（《纪要》社会科学81宫崎大），川胜守的《环中国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清帝国》（《东海史学》33）、松浦章的
《清代的海洋圈与海外移民》（《周边的历史》）。还有滨下武志与川胜平太主编的论文集《亚洲经济圈与日本工业化》（1991）、滨下武志与
沟口雄三等主编的七卷本系列论文集《从亚洲进行的思考》（东大出版会，1994）等。     

    “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与争论，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清史研究与亚洲
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滨下武志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已由朱荫贵译成中文本，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     

  4. 提供的借鉴和启示     

    这个理论给我们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是，要勇于并善于开阔视野，转换视角，创新思考，扎实研究。它以广阔的视野，新颖的视角，创造性
的思维，又通过扎扎实实的实证性研究，打破了长期统治学术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东西方对抗”、“冲击—反应”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亚
洲近代史尤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新观点，提供了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研究视角、框架与方法。以往在国际学术界东亚近代史和东西方关系研
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美国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这一理论认为东亚社会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长期在低水平上循
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社会，而只有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才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
化，向近代社会演变。西方冲击成了激发亚洲变化的决定性动力和活力。而“亚洲经济圈”和“朝贡贸易体系论”则是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有力
挑战。它首先改换视角，把历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转变为以亚洲为中心，从亚洲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从欧洲是如何加入到亚洲
既有关系的新角度来研究16世纪以来东西方关系。当然这里关键是需要寻找到把亚洲连接在一起的内在纽带和亚洲发展的原动力。滨下武志认为
在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和“朝贡贸易关
系的交易网络”。当欧洲接触和进入亚洲时，也不得不面对它的“反冲击”和制约。即使在西方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
时，这个“前近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滨下武志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深入
实证的研究。如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过的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从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亚洲区域贸易圈之间的白银
流通与白银结算体系以及早期欧美商人与银行是如何加入中国贸易体系，进而追寻贸易金融投资行为的变化轨迹等等。滨下武志还认为历史上的
亚洲，不是以一个平面体的方式存在，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方式交错构成，必然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
枢地”。他通过大量统计分析探讨了香港等中枢地的经济机能，这是一种极其开阔的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即使是从亚洲出发思考，也同时密切
关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动向，并把亚洲发生的变化置于全球经济演变的背景之中进行观察。滨下武志还十分强调
地域经济圈的作用。他认为过去在追求新的国际统合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及由国家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
而没有把握具有交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纽带。因此，把处于“国家”与“国际”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
分必要的。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该探求如何在亚洲历史上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即从对亚洲自身的



认识中去寻找亚洲的历史。     

    滨下武志等日本学者正是在这种新视野、新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实证研究，才得出了自己的新的观点和结论。他们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
亚洲近代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迫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只不过是西欧加入了亚洲早已形成的贸易网络，加入了亚洲原
有的市场和这个市场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归根到底是要从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总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延
续形态的近代亚洲，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探求中国的位置及其变化，才是考察中国近代道路的有效方法。     

    我想这些理论、观点、视角、框架、方法，对中国学者研究清史和近代史、亚洲史，尤其是考虑清史编纂的框架和思路时，都有相当大的借
鉴和启发作用。     

  5. 争议和批评     

    由于“亚洲经济圈论”和“朝贡贸易体系论”提出了许多与过去被视为定论的学术观念不同的看法，同时作为一种新理论方法也还有一些不
完善和可争议之处，因此它在日本和国际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不少批评。有的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各地域有机联系的亚洲体制提
出质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构想和假设，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课题。而对把亚洲各地区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纽带也就是形成有机体制的论
证，也并非仅仅从人、财、物的流动或移动方面就可以说清的。或者说即使存在一个有机的体制，但是维系其作为基本的自立的地域经济纽带的
基础到底是什么，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还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经济圈”论者在把握亚洲经济圈的前近代和近代的连续性时，过分强调朝贡贸易圈
的作用，而对欧洲比其他地区发展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作用，似乎过于轻视。总之，对这个理论与方法的
研究和讨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三、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的清史研究著作简介     

下面着重介绍100种1990年以来以日文发表正式出版的清史研究著作，分为以下6类： 

（一）清代通史、总论、论文集类 

(1)神田信夫主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4：明清史》，山川出版社，1999年。该书是以日本著名清史专家神田信夫教授（明治大学名誉教
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为首的6名明清史学者执笔的关于中国明清史的通史。书后附有参考文献目录。 

(2)增井经夫：《大清帝国》（讲谈社·学术文库），讲谈社，2002年。    这是日本老一辈著名清史专家增井经夫（原金泽大学教授），在
他1974年讲谈社出版的《清帝国》（《中国历史》第七卷）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缩编而成的简明通俗的清代通史文库本，已成为日本学习清史的
入门书。共分十章，目录如下：  

序  章  清代的概观：①时代的性格，②社会的状况，③文化的特色。    
第一章  明清交替的背景：①华夷变态，②满族的抬头与明朝的崩坏，③明代的遗产，④明朝的遗老。     
第二章  清朝的盛大：①统合的贯彻，②三藩之乱，③康熙的治世，④雍正时代，⑤乾隆朝的繁荣。     
第三章  清代社会的转机：①统治的弛缓，②白莲教徒之乱，③银经济的定着，④国际关系的转机，⑤广东十三行。     
第四章  鸦片战争：①中国的近代，②鸦片贸易，③战争的深入，④南京条约，⑤亚罗战争。    
第五章  太平天国：①近代的思维与行动，②拜上帝会，③太平天国的发展，④太平天国的评价，⑤太平天国的没落。    
第六章  清代的社会经济：①社会经济的基调，②通货与商人，③银经济的展开，④商人的活跃，⑤会馆与公所。     
第七章 清代的学术：①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②清代的思想，③清代的史学，④清代诸学。     
第八章 清代的文艺：①清代文学，②清代美术，③清代建筑，④清代的文房用具。     
终  章 清代270年的概括。①中国史上的清代，②世界史上的清代。附参考文献、年表、索引和山根幸夫的解说。    

该书共471页，简明扼要，也是日本学者个人写作清代通史的代表作。 
(3)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0年。  
(4)三田村泰助：《明清》（世界历史14），河出书房新社，1991年。 
(5)岸本美绪、宫岛博史：《明清与李朝的时代》（世界历史12），中央公论社，1998年。其中岸本美绪写的清史部分有华夷变态、清朝的和

平、盛世的危机等。 
(6)并木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世界历史19），中央公论社，1997年。目录如下：  

①斜阳下的大清帝国； 
②鸦片战争——朝贡体制的动摇； 
③太平天国运动； 
④上海——“近代文明的窗口”； 
⑤秩序的再编与洋务运动； 
⑥边疆危机——朝贡体制的崩坏； 
⑦国家建设的构想； 
⑧华人世界的扩大； 
⑨义和团与新政； 
⑩辛亥革命。     

(7)森正夫编：《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这是一部关于明清史研究重要问题的论文集。其中关于清史的论文有：石桥崇
雄的《满洲王朝论——清朝国家论序说》；大谷敏夫的《清代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史》；小林一美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的再探讨》；野口铁郎的
《秘密结社研究的发展》；岸本美绪的《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寺田浩明的《合意与齐心之间》；山田贤的《长江上游的移民与开发》；片山
刚的《华南地方社会与宗族》；臼井佐知子的《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大木康的《庶民文化》；井上进的《出版文化与学术》。这些都是比较
重要的清史研究论文，值得翻译。     

(8)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诸问题》，山川出版社，1995年。这是一部由日本老一辈清史专家石桥秀雄教授（现东洋文库研究员）主编的
清史论文集，重点是清代初期、中期的历史。其中包括：石桥秀雄的《清朝入关后满洲的称呼》；石桥崇雄的《清初祭天仪礼考》；细谷良夫的
《清朝中期八旗汉军的再编成》；松浦茂的《清代中期三姓的移住和佐领编成》；渡边修的《顺治年间的汉军及其任用》；松浦章的《康熙盛京
海运与朝鲜赈济》；岸本美绪的《清代户部银库黄册》；赤岺守的《清朝对日琉球归属问题交涉与脱清人》；楠木贤道的《齐齐哈尔驻防钖伯佐
领的编立过程》等。 

(9)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现状与问题》，汲古书院，1992年。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学习和研究的入门书，书中共收1
7篇综述，涉及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变法运动、自立军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政权、黄兴、孙中山、留日学生、华侨史、近代
中国贸易史、江南地主制度、华北农村社会、会党教门等课题的研究状况。     

(10)小岛晋治、并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3年。这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学习与研究的入门书，但与上书体例角度不
同。全书分为研究动向（包括日本、中国、美国的研究动向），图书介绍、资料介绍和统计年表四大部分，都是由著名学者撰写。     

(11)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这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滨下武志教授（现兼京都大学东南



亚研究所教授）的一部力作，是他阐述亚洲经济圈理论，并以此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代表作。目录如下：    
序  章  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第一章  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     
第二章  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白银流通。     
第三章  银价腾贵和外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第四章  英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扩张过程。     
第五章  帝国经济与中国和香港。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亚洲观和欧洲观。     
结  语  现代中国和近代史研究。     

该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朱荫贵翻译，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这是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论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的一

部重要著作。目录如下：     
第一部  华夷秩序的展开和中华观：①东亚国际体系；②中国与东南亚。     
第二部  朝贡体系的形成和构造：①朝贡与移民；②锁国期向日本的人口压力；③中国的银吸收力和朝贡贸易关系。     
第三部  欧洲与亚洲：①近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日本和亚洲；②朝贡与条约；③东亚地域史的展开与近代；④围绕香港的主权与宗主权。

该书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论”和“亚洲经济圈论”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倡从亚洲自身的角度思考中国与东亚的
近代史。     

(13)黑田明伸：《中华帝国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3年。该书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清代中华帝国的经济秩序。     
(14)《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清朝与东亚》，山川出版社，1992年。这是一部为纪念日本清史研究前辈、著名学者、明治大学名誉教授

神田信夫70寿辰而编辑的清史论文集，收集了32篇清史研究论文。其中包括：石桥秀雄的《清初的额真——以太祖、太宗期为中心》；松村润的
《天聪九年察哈尔征讨诸问题》；细谷良夫的《布山总兵考》；加藤直人的《清代新疆的遣犯》；石桥崇雄的《围绕“六条例”——清朝八旗制
度研究之一环》；松浦章的《明清时代北京的会同馆》；岸本美绪的《关于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河南钱粮册〉》；安野省三的《清朝中期秦岭的
民俗》；菊池敏夫的《清末工业化与机械工——福州船政局的考察》；小岛淑男的《清末民国初期江南的田业会》等论文。     

(15)《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这是为纪念著名清史学家、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松村润70寿辰而编的清史论文
集，共收24篇论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清初的民族，包括冈田英弘的《清初的满洲文化中蒙古的要素》，拓木贤道的《康熙三十年达斡
尔驻防佐领的编立》；第二部分，清初的政治与史料，包括石桥崇雄的《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满文本》，细谷良夫的《乌真超哈
的固山》等文；第三部分，清朝的商品流通与社会经济，包括斋藤司良的《清代台湾的樟脑生产》，香坂昌纪的《清代的南新关与商品生产》，
松浦章的《清代潮澄商船的沿海活动》；第四部分，清末的政治与经济，包括岸本美绪的《清末江苏省太湖厅的晴雨粮价报告》，津久井弘光的
《清末留日学生与信浓蚕业学校》，片仓芳和的《清末湖南的知识人与宋教仁》。     

(16)川胜守：《日本近世与东亚世界》，吉川弘文馆，2000年。     

（二）清代政治史类  

(17)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     
(18)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与鸦片战争》，同朋舍，1995年，695页。这是鹿儿岛大学的大谷敏夫教授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清代政治思想研

究的一部力作，内容包括： 
     第一章 清代政治思想研究，评述了清代思想史研究动向、近代政治思想与民众运动以及清末经世的两大潮流。     

第二章 鸦片战争的经世思想家，分别研究了林则徐、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第三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行政官的内政外交政策，分别论述了严如煜的边防论，陶澍、林则徐的治政策，包世臣、魏源的漕运水利以及清政

府的新疆统治政策等。     
第四章 鸦片战争后的经世学与历史地理学，分别论述了《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西北地理学，汪士铎的经世学与历史地理学，杨守

敬的历史地理学。     
该书附录包括：幕末政治思想与中国思想；《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西乡隆盛与中国思想。     
(19)大谷敏夫：《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概说》，汲古书院，1993年，295页。该书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及研究状况

进行了概要论述。     
(20)松浦茂：《清太祖努尔哈赤》，白帝社，1995年。这是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记。作者曾亲自到努尔哈赤的兴起地赫图阿拉进行实地考

察。     
(21)小岛晋治：《太平天国与现代中国》，研文出版，1993年。小岛晋治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家，长期从事太平

天国研究。该书是小岛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之一。     
(22)曾田三郎：《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们》，东方书店，1996年。     
(23)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研文出版，1999年。这是东京外国语大学佐藤公彦教授多年研究义

和团运动史的成果，是一部800页的力作。全书共有十章，目录如下：     
序  章  近代中国的反基督徒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第一章  义和拳的起源。     
第二章  大刀会——山东西南部。     
第三章  梅花拳——华北农村社会与义和拳运动。     
第四章  戊戌政变与沂州教案——山东东南部。     
第五章  神拳——山东西北部义和拳的形成。     
第六章  直隶东南代牧区的义和拳运动。     
第七章  直隶中部、北京南部的义和拳。     
第八章  北京、天津的义和团。     
结  章  向“扫清灭洋”的转变——景廷宾起义，袁世凯 抬头。      
附  录  评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     

这是继日本学者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汲古书院，1986）之后，关于清末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24)小林一美：《清朝末期的战乱》，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     
(25)波多野善大：《近代中国的人物群像》，汲古书院，1999年。     
(26)东亚近代史学会：《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下），ゅまに书房，1995年。这是为了纪念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100周

年而编辑的日中两国学者所写的论文集，分为上下卷，其中有许多日本学者的高水平论文。如松山幸夫的《日清战争的历史的位置》，滨下武志
的《东亚史中的日清战争》，井口和起的《日清战争的国际环境》，佐佐木扬的《英俄的远东政策与日清开战》，广濑绪子的《日清战争前朝鲜
条约关系考》，桧山幸夫的《日清战争与日本》，大泽博明的《日清开战论》，原刚的《军事的视点看日清战争》，斋藤圣二的《日清战争与陆
军》，栗原纯的《日清战争与李鸿章》，安冈昭男的《日清战争与检疫》，中塚明的《日清战史与参谋本部草案》，松村正义的《日清战争与黄
祸论》，大谷正的《日清战争与从军记者》等。该书对研究甲午战争历史很有帮助。     

(27)矢泽利彦：《西洋人眼中的16—18世纪的中国官僚》，东方书店，1994年。     
(28)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创文社，1993年。     
(29)《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纪念：明清时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这是为纪念老一辈清史学家和田博德教授七十寿辰而编集的明清



史论文集，其中有关清史的论文有：川胜守的《清朝皇帝的仪礼与统治的构图》；松浦章的《乾隆南巡与唐船风说书》；中谷刚的《清代都市骚
扰的形态与伦理——乾隆八年的福建》；泷野正二郎的《清代的凤阳关的物资流通——以乾隆年间为中心》；香坂昌纪的《清朝中期的国家财政
与关税收入》；则松彰文的《清代中期江南的流行衣料》。     

(30)《中国的历史世界——统合的体系和多元的发展》，汲古书院，2001年。这是2000年9月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研
究报告集，内容分四个部分：国家与制度；流通与移动；社会与国家；民族与习俗。其中涉及清史的论文有：足立启二的《明清社会的经济构
造》；吴金成的《明清王朝之交替与绅士》；岸本美绪的《雍正帝的身份政策与国家体制》；陈支平的《想像与现实的背离——明清国家体制异
论》；塚田诚之的《关于明清时代壮族的“弃老”的考察》。     

(31)和田正广：《明清官僚制的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该书论述了明清科举制度与官僚考课制度。     
(32)夫马进：《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明文舍，2000年。该书收入日中学者的研究报告11篇，如谷井俊仁的《清后期交代秘本小考》；

夫马进的《清代苏州普济堂的碑刻和公牍录存》；岩井茂树的《武进县实证堂簿和田赋征收机构》等。     
(33)神田信夫主编：《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的诸相》，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1993年。该书是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的成

果，共收论文9篇，其中包括：神田信夫的《关于日本藏〈清三朝实录〉的来历》；松村润的《东洋文库所藏〈满文附注新旧圣约书〉》；香坂
昌纪的《关于东北大学所藏清代汉文档案史料》；中见立夫的《关于日本的藏语、满语、蒙古语大藏经》等。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日本收藏的档案
史料的状况及其研究成果。     

（三）清代经济史类    

(34)铁山博：《清代农业经济史研究》，御茶之水书房，1999年。     
(35)田尻利：《清代农业商业化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该书通过对清代桑、蚕、烟草等的考察，论述清代18世纪中叶到末叶农业的商品

化过程。     
(36)川胜守：《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92年。     
(37)山根幸夫：《明清华北定期市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     
(38)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朋友书店，2002年。     
(39)山本进：《清代社会经济史》，创成社，2002年。     
(40)山本进：《清代的市场构造与经济政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41)山本进：《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国家》，研文出版，2002年。     
(42)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这部著作和上面的三部著作，是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山本进关于清代经济史的系列著

作。《清代财政史研究》论述清代财政构造和地方财政的形成，目录如下：     
第一章  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     
第二章  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     
第三章  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     
第四章  清末山西的差役改革。     
第五章  清代后期直隶、山东的差役与陋规。     
第六章  清代河南的差役与当官。     
第七章  清代江南的地保。     
第八章  清代四川的地方行政。     
第九章  清代后期四川盐政再建政策。     
第十章  清代河东盐政的变迁。     

(43)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地主制研究——租栈关系簿册的分析》。该书是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夏井春喜通过对中国江南土地关系文书的
考察研究，论述以苏州为中心的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度。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日本现存的江南簿册文书。     
第二部分，太平天国与苏州农村。     
第三部分，太平天国前后苏州土豪的统治。    
第四部分，从租栈关系簿册看太平天国后的苏州收租。     
第五部分，中国近代江南的租栈的催甲。     
第六部分，辛亥革命与苏州农村。     
第七部分，20世纪20年代苏州的租佃关系。     

(44)铃木智夫：《洋务运动的研究——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外交革新考证》，汲古书院，1992年。      
(45)中井英基：《张謇与中国近代企业》，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96年，621页。该书是筑波大学教授中井英基潜心研究张謇及晚清中国

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力作，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  绅商企业家的诞生       

第一章  从农民向上士人而还于绅商       
第二章  绅商和家产构成     

第二部分  南通大生纱厂的设立和经营       
第一章  中国农村土布业的兴起和再编       
第二章  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官局       
第三章  南通农村土布业的再编或       
第四章  大生纱厂的设立和张謇的作用       
第五章  关于中国纱厂萧条原因的再探讨       
第六章  花贵纱贱和中国纱厂       
第七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素质       
第八章  大生纱厂的增长和失败     

第三部分  通海垦牧公司的设立和经营       
第一章  清末的通海垦牧公司       
第二章  中华民国初期的垦牧公司和盐垦公司     

(46)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出版，1997年。该书显示了东京大学教授岸本美绪对清代经济史和物价史深入研究的成
果，并反映了作者试图从经济变动入手来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各方面状况的构想。     

(47)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这是千叶大学教授小山正明关于明清时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论文集，其
中涉及清史的论文有：《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关于明清时代的雇用工人法
律》、《清末中国外国棉制品的输入》、《清末中国纺织机械的输入》等。     

（四）清代社会史类     

(48)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是东京大学教授岸本美绪关于明清时期地
域社会研究的一部代表作，目录如下：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地方社会与“世论”     



第二章  明清时代的乡绅     
第三章  明末社会与阳明学     
第四章  “五人”像的成立——明末民变与江南社会     
第五章  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北京情报     
第六章  清初松江府社会与地方官们    
第七章  《历年纪》看清初地方社会的生活     

该书通过对明清之际江南松江府地域的乡绅、舆论、情报、民变、官吏等的实证研究看17世纪中国的社会秩序如何被破坏又如何加以重建。该
书的作者在序中论述了自己对日本地域社会论的理论方法的阐述和体会，也很有参考价值。     

(49)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的地域像》，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年。这是庆应大学教授山本英史编的一部关于明清时代地域社会史的论
文集，其中关于清史的论文有：山本英史的《日本的传统中国研究与地域像》；岸本美绪的《“老爷”与“相公”——从称呼看地方社会的阶层
感觉》；山本英史的《清代康熙年间的浙江地方势力》；三木聪的《从长关、斗头到乡保、约地、约练——福建山区清朝乡村统治的确立过
程》；片山刚的《清代中期的商人社会与客家人的移住——童试考试问题》；涩谷裕子的《清代徽州休宁县的棚民像》等。     

(50)小野和子主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这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的共同研究班“明末
清初的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报告，由小野和子教授主编，共收18篇论文，其中清史方面的有谷井阳子的《清朝汉地征服考》，松浦章的《清初的
榷关》，稻田清一的《清代江南的世相与士风》，岩井茂树的《16、17世纪的中国边境社会》等文。     

(51)片冈一忠：《清朝新疆统治研究》，雄山阁，1991年，301页。这是日本筑波大学教授片冈一忠研究清代新疆地方史的一部专著。书中对
清政府对新疆采取的政策和新疆建省前后状况作了深入的研究。对研究清代边疆史、民族史和新疆地方史很有参考价值。其内容包括：清朝的藩
部统治政策，新疆统治政策变更论的沿革，新疆省的成立，省制时期的新疆，汉族的进出，“新政”与“革命”。书中还附有许多图表和参考文
献目录。     

(52)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90年。     
(53)浅井纪：《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的研究》，研文出版，1990年。     
(54)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1997年。    该书是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对清代中国地方慈善事业的研究专著，有参考价

值。     
(55)酒井忠夫：《中国帮会史研究》（上卷为“青帮篇”，下卷为“红帮篇”），国书刊行会，1997—1998年。     
(56)菊池秀明：《广西移民社会和太平天国》，风响社，1998年。     
(57)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     
(58)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这是九州大学教授川胜守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的专著，该书从生产、流

通、消费等各种角度考察江南市镇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构造。     
(59)松田吉郎：《明清时代华南地域史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556页。这是兵库教育大学教授松田吉郎研究华南地域（主要是广东、台

湾）社会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从乡绅、土地所有、水利三者关系加以考察分析。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明清时代广东地方开发的社会经济
史考察，第二部分是清代台湾开发的社会经济史考察，有一定参考价值。     

(60)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的礼制》，研文出版，2000年。     
(61)三木聪：《明清福建农村社会研究》，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2002年。     
(62)森田明：《清代的水利与地域社会》，中国书店，2002年。     
(63)酒井忠夫：《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吉川弘文馆，1992年。     
(64)山田贤：《移住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6年。     
(65)上田信：《传统中国——从盆地、宗教看明清社会》，讲谈社，1996年。     
(66)上田信：《森林与绿色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年。     
(67)佐佐木卫编：《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文化》，东方书店，1992年。这是一部日中学者在中国华北农村进行联合社会调查的论文集。     
(68)冢濑进：《中国近代东北经济史研究》，东方书店，1993年。     
(69)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研文出版，2000年，380页。该书是横滨国立大学教授饭岛涉研究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卫生事业的一部专

著。书中着重研究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鼠疫（腺鼠疫和肺鼠疫）流行过程中，以卫生的制度化为中心，中国卫生事业的展开。该书以独特
的视角和实证的研究，利用了大量档案和统计调查资料，很值得参考。全书目录如下：     

序  言  传染病、卫生、国家     
第一章  腺鼠疫的世界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第二章  腺鼠疫的流行和卫生的政治化     
第三章  日本的台湾统治和腺鼠疫、疟疾     
第四章  满洲肺鼠疫的流行——1910年至1911年     
第五章  肺鼠疫的流行与卫生的政治化     
第六章  民国初期卫生的制度化——以中央防疫处为中心     
第七章  1911年霍乱流行     
第八章  卫生的“制度化”的国际契机——新加坡传染病情报局的设立     
第九章  卫生的“制度化”与检疫权的回收     
补  论  近代东亚传染病的流行     
终  章  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容。     

(70)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2000年。     
(71)古田和子：《上海与近代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72)吉泽诚一郎：《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政治文化与社会结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396页。这是东京大学副教授吉泽诚一郎

关于清末天津地方史的一部力作，从都市与近代性的角度考察价值观的变化与社会结合等地域社会的各种要求和国际的契机。其框架目录如
下：     

第一部  地域防卫的价值观与记忆       
（一） 团练的编成       
（二） 火会与天津教案       
（三） 光绪初年的旱灾与广仁堂       
（四） 义和团统治与团练神话     
第二部  行政机构的革新与社会管理       
（五） 巡警创设与行政的变容       
（六） “捐”与都市管理       
（七） 善堂与司艺所     
第三部  爱国主义与社会统合       
（八） “抵制美约”运动与“中国”的团结       
（九） 电车与公债       
（十） 体育与革命     
补  论  风俗的变迁。     

(73)神奈川大学中国语言科编：《中国民众史的视座》，东方书店，1998年。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涉及清史方面的有山本英史的《中国的地



方志与民众史》、并木赖寿的《清末中国的社会变化及认识》、菊池香明的《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的移住与民族》、武内房司的《清末宗教结社
与民众运动》、张七阳的《清代台湾先住民的社会变容》等文。     

（五）清代文化思想史类     

(74)冈本さん：《清代禁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75)小川阳：《从日用类书看明清小说的研究》，研文出版，1995年。     
(76)有田和夫主编：《朱子学的思想》，汲古书院，1990年。     
(77)大原信：《近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东方书店，1994年。该书论述了清末民初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     
(78)狭间直树主编：《西洋近代文明与中华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这是由京都大学教授狭间直树主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

究所70周年纪念研讨会的论文集。全书分为文明史、语言史、文学史、学术史、科学史等五个部分，共收22篇论文，其中有狭间直树的《中国近
代帝国主义与国民国家》、石川祯浩的《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与共同语言》、武田时昌的《明清期的洋算与和算》等论文。     

(79)狭间直树编：《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客与明治日本》，みすず书房，1999年。该书是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梁启超共同研究班4年研
究（1993—1997）成果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3篇，分为来日之前、思想学术、史传文学、批评评论、附录5个部分。该书受到高度评价，被称
为“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台湾学者张朋园语）。该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文本书名改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
方》。     

(80)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人与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该书是东京大学教授佐藤慎一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
思想的一部专著，内容包括：     

序  论  近代中国与知识人；     
第一章  文明与万国公法；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与中国；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法制构想。    

该书研究很有深度，值得参考。     
(81)佐藤慎一主编：《近代中国的思考者们》，大修馆书店，1998年。该书是由东京大学教授佐藤慎一主编的关于中国近代20位思想家的论文

集，内容包括从魏源到毛泽东。     
(82)佐佐木扬：《清末中国的日本观与西洋观》，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该书是佐贺大学教授佐佐木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容包括：     

第一章  同治年间清朝官僚的日本观——以李鸿章为中心。     
第二章  郭嵩焘的中国论与西洋观、日本观。     
第三章  19世纪80年代末清朝游历官的外国事情调查。     

(83)深泽秀男：《中国近代化与基督教》，新教出版社，2000年。     
(84)田伸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创文社，2000年。     
(85)西田宏子、山川哲朗：《明末清初的民窑》，平凡社，1997年。     
(86)有田和夫：《近代中国思想史论》，汲古书院，1998年。     
(87)竹内弘行：《中国儒学近代化论》，研文出版，1995年。     
(88)林铁夫：《清朝考证学及其时代》，创文社，1997年。     
(89)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近代学校制度形成过程》，福村出版，1994年。     
(90)伊原泽周：《日本与中国西洋文化摄取论》，汲古书院，1999年。该书是关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的研究成果。     
(91)吉田寅：《中国新教传道史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该书主要是通过西方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进行的研究。     

（六）清代中外关系史类     

(92)山田辰雄编：《日中关系150年——相互依存、竞争、敌对》，东方书店，1994年。这是由庆应大学教授山田辰雄主编的1993年在庆应大
学举行日中关系150年日中共同研讨会的论文集，其第一部分是明治初期、清朝末期的日中交流。     

(93)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 NFDA3 南堂书店，1995年。这是由法政大学教授安冈昭男关于晚清时期日中关系的专著，
内容包括日本对琉球、台湾的方针政策，日本与清政府的外交交涉如台湾事件、琉球交涉、明治19年长崎中国水兵争斗事件和厦门事件等。     

(94)菅野正：《清末日中关系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383页。这是奈良大学菅野正教授长期从事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的成果专著。全
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近代华南社会与日本，包括戊戌维新时期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研究，义和团运动后的福建与日本，福建辛亥革命与日本
等；第二部分，初期对日民族运动，包括20世纪各地抗日拒日运动；第三部分，义和团事变与日本，包括义和团事件与荣禄、义和团事变与日本
舆论等。这些实证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95)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成文堂，1998年。这是山梨学院大学教授熊达云对20世纪初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赴日本考察的研
究专著。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是对中国官民赴日本考察历史的论述，第二编是探讨赴日考察者对清末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96)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该书是作者在东京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研究专著，对清末中国人
对日本教育考察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清末中国人游历日本的各阶段和特异性；第二部分，对日教育考察与中
国近代学制的成立；第三部分，对日教育考察与学制的地方渗透。     

(97)张伟雄：《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驻日公使团的异文化体验》，柏书房，1999年。这是札幌大学教授张伟雄对中国首届驻日
本使团的专题研究著作。该书从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为中心。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公使团的
派遣、公使团员的文人气质、外交活动的展开、《日本国志》的 世界。      

(98)中村义主编：《新东亚像的研究》，三省堂，1995年。这是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中村义主编的关于东亚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论文集，共
收入18篇论文。包括三个部分：日本、朝鲜、中国的历史认识；在世界史中东亚像的形成；关于学习和教授东亚历史。     

(99)石井摩耶子：《近代中国与英国资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100)新井容子：《鸦片贸易论争——英国与中国》，汲古书院，1999年。该书着重研究1870—1880年围绕对中国和亚洲的鸦片贸易英国内部

发生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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