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13位ISBN编号：9787218012001

10位ISBN编号：7218012000

出版时间：1994-12-01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罗一星

页数：4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书籍目录

言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佛山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
第一节　独步岭南的泽国沃壤
第二节　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
第三章　明代佛山冶铁业的兴趣与都市社会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明初乡族社会的发展与佛山社区的形成
一　外来氏族的定居与“八图”的创立
二　龙翥祠与九社的聚合
三　佛山乡族社会的权力特征
第二节　明代冶铁业的发展模式
一　私营采矿业的发展与佛山冶铁业的兴起
二　佛山的炉户及其经营方式
三　明代佛山治铁业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明代都市雏型的形成
一　明初佛山堡的空间结构
二　黄萧养起义与铺区制度的确立
第四节　明代佛山的宗族组织及其发展形态
一　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
二　霍韬重构宗族组织的模式
三　佛山镇内宗族组织的重构与发展
第五节　明代的文化教育组织与间宗教的建构
第六节　明末佛山的社会矛质与新兴士绅集团的全面整顿
第四章　清代佛山商品经济的综合发展与都市的繁荣
第一节　手工业生产的综合发展
第二节　商人的涌现与中心市场地位的确立
第三节　都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人口的发展
第五章　清代佛山社会结构的演化与都市社会的重新整合
第一节　外来商民与土著居民的利益冲突与调适
第二节　清代佛山的宗族组织及其变化
第三节　经济组织的双重分化与发展
第四节　政治组织的多元分化与调适
第五节　教育组织与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发展
第六节　祖庙与清代佛山社会的事例
第六章　结语——佛山模式的总结
后记

Page 2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精彩短评

1、岭南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了
2、掠过某章节
3、放在国内的环境下俨然是第一流的著作。
4、这是陈春声在厦门大学读博的同学，一起师从傅衣凌、杨国桢。对佛山的研究至今没有人能超过
这本书。如果他一直做到现在肯定是华南学派的大佬之一了。是的，没错，他退出了，我会告诉你他
后来做到广州摩登百货副总和神马星河湾商业总监了吗
？http://epaper.oeeee.com/D/html/2012-07/05/content_1665723.htm
5、佛山城邦通史，南粤史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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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依本人之见，该书的总体思路是：一方面描述佛山从最初的农业发展到明中期冶铁业的兴旺，再
到清代前半段时期工商业“百业同兴”的经济史；另一方面，考察在此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佛山社会
状况所发生之变化。在此变化过程中，佛山的经济权力、政治组织、教育文化组织、宗教系统则是从
最初被土著宗族把持，演变为被土著和侨寓势力所共享。总的来说，也就是描述了佛山从农业经济发
展为工商业经济，由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的过程。无法假设在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佛山
会否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佛山当时的发展状况的确令人不禁有所遐想。书中介绍的是一个中国
工商业大城市的特殊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佛山市竟然是一座自治程度颇高的城市，阶级对立并
不严重，社会整合度高，经济文化皆十分繁华。此书亦被视为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体现之一，
颇具参考价值。据说此书出后，没人再敢写类似题目的文章，因为可以写的东西全在此书之中。此书
发行量极少，所幸电子版随处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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