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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学术前史与理论视野／1
一、学术前史／1
（一）20世纪上半叶长江中下游乡村手工业的调查研究／2
（二）20世纪下半叶长江中下游乡村手工业史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
二、本课题的理论视野／20
（一）马克思主义手工业经济史理论／21
（二）原始工业化理论／23
（三）本土道路：半工业化理论
三、本课题的研究主旨、结构安排及主要内容
一章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稟赋与人文生态／41
一、自然禀赋与乡村工业史传统／42
（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乡村手工业概况／44
（二）长江中下游传统乡村工业的发展机制／57
二、开埠通商带来的双重影响／68
（一）开埠带来的变化：市场化与工业化／69
（二）开埠的双重影响：危机与转机／78
三、“一战”契机和乡村手工业的人文生态／85（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发展契机／86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发展契机
（二）作为制度性因素的人文生态
第二章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的兴衰嬗变
一、手工针纺织业的曲折发展
（一）手工缫丝业和丝织业
（二）手工棉织业及关联行业
（三）针织业
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广泛存在
（一）土榨业
（二）酿造业
（三）碾米磨粉业
（四）制茶业
（五）土烟业
（六）皮革及制品业
（七）制蛋猪鬃肠衣业
三、成衣饰品业的变化
（一）成衣业
（二）纽扣业
（三）制帽业
（四）花边业
（五）刺绣业
（六）手织业
四、木、竹、草制品业的延续
（一）木作
（二）藤竹作
（三）草制品
五、陶瓷业的集聚
（一）陶瓷业
（二）制陶业
（三）砖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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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艺制品业的传承
（一）安徽“文房四宝”
（二）苏绣
（三）湘绣
（四）杭州折扇
（五）湖南毛笔业
（六）永嘉挑花
（七）扬州漆器
（八）武进梳篦业
（九）浙江制笔及雕刻业
（十）张小泉剪刀
（十一）姑苏眼镜
七、手工采掘业的分散化经营
八、因地而异的金属制品业
（一）铁器铸造业
（二）铜锡业
（三）五金白铁业
九、土纸业的微变
十、参差不齐的其他手工业
（一）皂烛业
（二）火柴业
（三）鞭炮业
（四）制伞业
（五）石印业
（六）制漆业
（七）水陆运输
第三章外力冲击下的农村手工业经济
一、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长江中下游手工业
（一）外向型手工业的命运
（二）以东三省为重要市场的手工业生产
（三）受农村经济衰退直接影响的手工业生产
（四）农村金融枯竭导致手工行业的普遍衰落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的复苏
（一）纺织刺绣业
（二）针纺服装业
（三）桐油业
（四）食品加工业
（五）印刷业
（六）木器皮革业
（七）日用杂品业
（八）麻草业
（九）山货特产业
（十）手工采矿业
（十一）陶瓷业
（十二）砖瓦建材业
三、长江中下游各省沦陷区农村手工业的凋零
（一）日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蛮暴行
（二）长江中下游沦陷区手工业的困境
四、国统区手工业的短暂繁荣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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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湘鄂赣国统区手工业勃兴的主要原因
（二）战时湘鄂赣城乡手工业的特点
五、抗战胜利后的长江中下游手工业
（一）抗战胜利之初的长江中下游手工业
（二）渐入困境的长江中下游手工业
第四章红色区域内的手工业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手工业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手工业
三、华中解放区手工业的长足发展
第五章制度安排：民国政府的手工业政策与措施
一、北京政府对手工业经济的认识与保护
一、南京政府复兴手工业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一、产地政府振兴手工业的措施与成效
（一）经济危机下江浙两省的应对措施
（二）安徽省的茶业改进措施及其成效
⋯⋯
第六章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的区域性演变
第七章农村手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第八章乡村手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原因
第九章手工业与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
简短结语
主要征引文献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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