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13位ISBN编号：9787508665635

出版时间：2016-10

作者：[美] 罗威廉

页数：368

译者：李仁渊,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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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内容概要

★哈佛大学出版社“镇社之宝”哈佛中国史丛书第六卷！
★作者罗威廉为当今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也是西方学界研究清史的第一人，他在国内出版的《红
雨》《汉口》等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已成经典佳作；★抛弃清朝乃衰落之朝代的传统观点，高度肯定“
大清”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颠覆学界和读者认知！
★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为研究清史及中国近现史者所必读。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
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
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罗威廉教授是驰名国际的清史专家，他同时融合了新清史
、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
，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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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作者简介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
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
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
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
：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
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
译者简介
李仁渊，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博士。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研究领域为
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史。著有《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等。
张远，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现为德明财经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
清朝至近代的性别与通俗文化，着有《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清中期北京梨园花
谱中的性别特质想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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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精彩短评

1、感觉像之前我读过的所有海外汉学的一个大综述，几乎没有独立的结构和观点。罗威廉本人的水
平毋庸怀疑，只是最近几十年清史研究太细密深入，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驾驭范围了。
2、精彩的清代研究史回顾与新史观的展现
3、据说中信编辑又出新花样了：卜正民变成“蒂姆布鲁克”，梅尔清变成“托比迈耶方”～哈哈哈
4、第一次读罗威廉教授的书是《红雨》，从一个县城的变迁史来观照中国的历史，功力深厚，洞见
深刻，这本哈佛中国史的最后一册由罗威廉教授来完成是再合适不过了。
5、译地太差！
6、刚好在看走向共和，就把哈佛中国史里这一本最先看完了。
7、哈佛中国史第6卷，哈佛大学出版社典范之作，代表50年来世界中国史研究的全新成果，多卷本中
国史的黄金标准，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倾10年之功主编。美国首屈一指的清史大家罗威廉新作首次
出版，海外清史研究扛鼎之作。清史专家张广达、李伯重、赵世瑜、夏明方等联袂推荐！
8、“哈佛中国史”系列的最后一卷，照例采取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对清代的中国历史进行全新
解读，其内容堪称是海外汉学关于清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由于作者的他者化视角，因而会将清帝国视
为全球帝国主义扩张的典型范例，同时对清亡时期针对满人的种族屠杀也不加隐晦，让读者感受历史
的多元面相。
9、20170111
10、我怕读完这本书我不会讲中国话了，这翻译是不是顶着中国名字的外国人啊，你能不能把话说的
清楚点，用词断句乱七八糟，有没有校对啊！太多好作品就是被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译者和出版社编
辑给糟蹋了！好好学习下广西师大出版社！
11、中国最后一个帝国
12、得到听书。
清朝积极方面的新解读。
13、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大清历史
14、算是写的很好的清代史了
15、都是干货。。。万万没想到清政府是小政府。。。
16、美好的收官作，我时常觉得奇怪，怎么外国人比我还了解某些琐屑，譬如上海人内部的地域观？
17、集结了众多清史研究观点，容易使人有主题不清的错觉，但是作者始终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
么，写的中规中矩，对于历史兴衰循环的脉络的很不错，清朝做为距离我们最近的也是最后一个帝国
，意义重大。
18、说到清朝很多人会想到两个极端：一为清政府的无能；另外一边想到的可能是康熙、雍正与乾隆
三位皇帝的能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切入点上选择的是：清朝是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
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全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以
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
19、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挑战、成
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
20、观点和论旨高屋建瓴，主要是对新清史的运用，对大清作为中国历史一个独一无二的王朝进行了
比较深度的剖析，对清的独特性的论述、对后世中国的影响都有很深的见地。不过由于篇幅所限，一
些论点点到为止未有深入，亦不失为海外清史研究之入门读物。
21、弱化王侯将相，以小见大，让历史回归社会，天朝原来是个小政府。大量汉学家的观点，秘密社
会和湖南人影响近代中国。
22、把清代吹到宇宙的书，作为总结新清史观点的简史还是不错的，对长毛暴行，辛亥对满人的大屠
杀，孙文的虚假领袖作用也不避讳
23、历史小白必备，浅显易懂。
24、每天听本书。从”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研究清史的新角度。颠覆清朝的固有印象
。1.版图扩大到历史最大，开始了西北边疆官员由中央委任，听命于中央的直接凌统。清朝的开疆拓
土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把一整套中国的特制移植到边疆。2.人口多。19世纪中期已经达到4.5亿
。3.经济好。跨区域贸易。4.文化深。科举人口增加，识字率提高，小说繁荣。5制度新。理藩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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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非汉族事务。内务府处理皇帝个人财产。军机处加强了皇权。粮食供应，货币供给，司法诉讼巧妙借
用非政府力量。
25、我最喜欢的一本了，内外写得清晰，各大事件都在里外。与其他部不同的是，清朝更靠近世界。
26、非常喜欢！！

Page 7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精彩书评

1、全清时代一般历史书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清朝的大门，是中国
近代史的开端，然而，实际上直到1911年，清朝才结束了长达260年的统治，而鸦片战争仍然是在继续
着清朝的历史，并未终结。就如同整个汉朝，不能因为中间的王莽篡位，东汉就变成了别的朝代，实
际上它仍然是一个汉朝的整体，虽然这个例子并不十分恰当。说到清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
系教授罗威廉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导言中说道：“过去欧洲挑战、亚洲响应的二分法历史
被取代，新的历史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又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
”所以这本“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清史“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
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
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罗威廉教授生于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
会经济和城市史，在国内出版有《红雨》《汉口》等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在写作观点上，它与《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朝在历史书上原本是一个重文轻武面对游牧民族
时软弱无能的朝代，而在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眼中，它有着“模范的统治者”，开启了中国的“文艺
复兴时代”，对于它的评价，褒多余贬。而本书同样重新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被认为是“保守闭
关锁国”等固守的观点，将整个清朝完整的呈献给读者，给读者一个全新的大清。清朝实际上是一个
成绩斐然的朝代，无论是人口还是疆域都远超前朝之多，明代。在清末人口已经达到了5亿 之多。有
人把清朝刻画成西方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等帝国主义国侵略的受害者，实际远非如此，至少18世纪末
之前不是。清朝的疆域的扩张同样是变相的侵略性的扩张，同样做过屠城等种族灭绝的战争，与此同
时，移入大量的清国属民将“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
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中文的读写等等”带入了边疆地
区，完成“文明的进化”。闭关锁国也并不是清朝的全貌。“中国的国内贸易字西方到达之前已经发
展良好。”尤其是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世界最商业的国家。”“⋯⋯18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
大部分的西欧国家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清朝在逐渐走向稳定之后，康熙、雍正
、乾隆等几位比较有做为的皇帝，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局面，书中以“盛清”为单独一章，对清朝
这种积极发展的繁荣面貌做了详细而准确的分析，并从中提取了“警讯”，“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
盛清结束于1795年乾隆正式让位于其子嘉庆⋯⋯然而在官僚的积极性与士气上，困境之征兆早在此前
就已经浮现。”摒弃旧的历史观点，用全新的视角系统展现大清帝国的方方面面，罗威廉教授的《最
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尽管清朝已经在1911年结
束了它的命运，但是它的历史为我们现在的“中国”政体与社会奠定了基本条件，一个时代的终结标
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它对后来的社会发展和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说到清朝很多人会想到两个极端：一为清政府的无能；另外一边想到的可能是康熙、雍正与乾隆
三位皇帝的能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切入点上选择的是：清朝是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
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全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以
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清代历史的重要意义。全书十个章节，章
节之间按照其发展的大方向进行分类，不是我们平时看见的按照时间记录体系。书中介绍清朝的兴盛
及其衰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等等。封面开篇征服介绍“满洲”——什么是满族？是一种民族？有观
点认为，这个继承明代皇帝的群体，不是种族上的满族，而是一个以胜站为目的，有意创造出来的人
群组织。这个“征服组织”的领导者认为，分派不同族群认同给他的成员有利于政治上的管理。当然
作为新的帝国统治者，也企图在为满族人营造一种独特的环境，在政治文化上保留自己彪悍，纵横天
下的骑射优势和特质。不过在清朝走过了260度个年头之后，满族人口增加了20倍。不过那个时候所谓
的满族人已经汉化了，只有衣冠制服和语言在使用。结合全书纵横看起来，也是满族及其汉族等多民
族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在清朝，什么是满族的文化精谧？皇太极总结为&quot;国语（满语）骑
射&quot;并且把国语骑射和大清的国运联系在起 , 成为一国之本。为保住满洲人 “国语骑射 ”的传统 
清朝的统治者还要求他们的子孙，必须学习满文。同时 , 满人若想通过科举求得升迁 ，那么翻译就是
他们必考的一科目。雍正年初，增设了翻译秀才、举 人、进士三个层级，也就是说满洲人需要凭借着
过硬的满语，才能谋得要职。康熙皇帝时候直接发展成为： 能否骑射上满洲若非此业 , 即成汉人 。目
录关于发展——国家的治理和长治久安离不开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体制。《大国的兴衰》中有这样一

Page 8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句话：“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 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悠久” （保罗 ·肯尼
迪）。通过这点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给中国的文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帝
国的兴衰和司法的公正，法律法规的完备是有直接性关系的。在国家治理上：儒家思想推行“仁政”
，奇妙利用社会内部的自我规范集团，如宗教组织，农村，水利社群与商人或工匠的行会等。在行政
创新与中央集权上：设立：理潘院，内务府，军机处。规定相关职权，进行国家管理。在财政上：农
业税是国家财务的主要来源，在征税的过程中从人和地两个角度进行征收，在不同时间段有所调整 。
在人才上注重科举制度，科举按照乡、殿不同等级进行划分为生员、举人、和进士。加以针对性的使
用。清朝有其“光鲜亮丽”的一面：第一：在清朝全盛时期发展出来的行政与沟通体系是之前的任何
朝代都不能比拟的，清朝是一种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的方式存在。第二：清朝的生产力水平也是不
容小觑的，在清朝能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第三：清朝的经济管理体质也比之前的更加有效也更
有野心的。插画机遇与挑战——“研究清帝国的历史学家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至少有两种相
当不同的含义。政治左派者，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或西方人，倾向列宁“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之定义（书籍中的话）。什么是帝国？帝国和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有什么
不一样，在通常人的眼睛中中国的帝国就是，那么国家就是皇帝家的，天下就是皇帝家的天下，所谓
的“家天下“就是在帝治条件下存在的。那么帝国主义是好还是不好呢？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
样，好坏也不能最终的进行定义，很多人在给大清贴标签的时候回用到“政治腐败”“经济闭塞与经
济限制”“外交自大”“文化堕落”“司法不公”“停滞不前”甚至是“退后”等的词语，不过大清
帝国是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个存在，对于这本书来说大清就是一份不停移动的目标
。大清的存在及其遇到的问题是正常的时代变更。中西方文化不断冲击，及其1842年之前所谓的“停
滞”。正真的变化就是在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关于清朝的危机。书籍中介绍的大清帝国的危机主要
是来自三个方面的：第一是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第二是：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
第三是：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其中第二和第三点,这两者发生得较早,且在当时人眼中
更为严重。也导致很多中国认为，第一点形成就是后两点造成的。当然20世纪初中国史最重要的主题
之一是：试图从清帝国主义的遗迹中形成名族国家。目前大清帝国已经土崩瓦解，寻求它的的点点滴
滴只能从历史书籍及其视频资料中进行寻找。《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从经济、政治、人口、宗教
、文化等多角度对大清进行介绍，细致读来，对大清的认识是客观的辨证的，这样的书籍值得收藏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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