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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呈现出日渐繁荣的局面，商品经济带动沿河、沿江、沿海等区域的经济发展
和城镇的兴盛。伴随着经济繁荣而产生的河海盗贼也滋生起来，他们或出于生意折本而被迫为盗，或
遭遇官场的排挤而被迫为盗，或依仗自己的权势庇护盗贼的成长，或受到某些舆论的蛊惑而流落到盗
贼行列。明清盗贼的成分复杂，盗贼随着自己的规模伸缩，或对政治构成直接的威胁，或只是谋求通
过接受招安而获得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升格。王日根、曹斌著的《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
》从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角度，对明清江河湖海水域空间中官、民与盗三股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进
行了细致的考察，深入揭示以官府为主导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对特殊社会空间进行管理时的实际效用及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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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我是跳读了。主要关注点在太湖盗那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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