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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年生，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
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
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学术视野广阔，主
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
。
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
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
已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秩序的沦
陷》、《杀千刀》、《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等。其中，《纵乐
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秩序的沦陷》获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
“十大好书”。
--------
译者简介
潘玮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学全英语硕士项目兼任讲师。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史、海外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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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葛兆光
中文版总序/卜正民
导言
------
第1章龙见
龙 主
明代的龙
全球的龙
龙 性
以龙为史
------
第2章幅员
一 统
通 衢
南 北
政 区
人 口
移 民
经 野
------
第3章元明“九渊”
大 寒
干 旱
洪 水
蝗 灾
地 震
疾 疫
饥 荒
九 渊
避 凶
丰 年
------
第4章可汗与皇帝
元代国家
明代独裁
胡惟庸案
靖难之役
土木之变
大礼议
争国本
孤忠怨抑
------
第5章经济与生态
农耕帝国的混合经济
交 通
城 市
商业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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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下的食物供给
财富的困惑
树与虎
------
第6章家族
亲族网络
女性的生活
男性的生活
诸色户计
士绅阶层
家庭、家礼、家产
------
第7章信仰
灵 魂
佛 道
天 地
心 学
异 同
------
第8章物华
家 产
鉴 藏
书
家 具
瓷 器
书 画
市场与品位
------
第9章南海
海 货
朝贡与贸易
海防线
南海世界经济体
白 银
欧洲人在中国
逃亡者归来
------
第10章崩溃
罪 责
万历之渊
北方边境
崇祯之渊
叛 乱
渡尽劫波
------
结语
致谢
极端气温和降雨量的时期（1260—1644年）
元明“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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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帝王世系年表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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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与众不同的观点
2、局外人门儿清
3、一部优秀的元明通史。叙述式的流畅文风化解了过去通史的枯燥，从生态环境、气候变迁的角度
解释元明四百年历史变迁的方法，也可谓将布罗代尔的理论用得炉火纯青。说到文书，大多数人可能
会用它来研究经济史和法制史。可是在“物华”一章中，他却能引用日记、抄家记录和文书史料，去
描绘明代中后期社会繁华的物质世界。对妇女、家庭的关注，也体现了新文化史的视角与面向。罗威
廉的那本还没来得及看，就目前所翻过的其他部来说，这应该是哈佛系列中最好看的一部。
4、这一卷写得最有趣，最特别，还有一些很搞笑的部分
5、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感，作者想要为我们描述的这个朝代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倾注了太多龙见与九
渊，剑走偏锋。
6、得到听书。
环保的视角很好。
7、大师中的大师
8、20170110
9、平铺直叙，各方面都写点，却都不深刻。有点看不下去。
10、全球贸易的框架和地方志的村料，让卜区别于他的中国同行。不过，本书与《纵乐的困惑》一样
，很难说是研究性作品。看来，历史著作只有论文集才更深入。
11、哈佛中国史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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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新作，首次从气候与环境导致政治
变迁解读元明历史兴衰，全球史视野、跨学科跨领域的元明新史。元明史专家商传、张帆、李新峰、
孙竞昊、方骏联袂推荐！
12、听书。1.龙的出现。龙就是龙卷风。体现出人的困惑。2.蒙古帝国比元朝早，地域比元朝大。法统
上元朝时蒙古帝国的分支。蒙古帝国分裂成几个汗国。3.元朝是汉化不彻底的政权。制约皇权的制衡
势力消亡，制约的礼法也摔落。明朝皇帝个人独裁加强，同时皇帝个人制定的规则置于礼法之上。4. 
龙见体现了人们对皇权的不满。小冰河期导致的自然灾害。5.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不断出现在东
方，带来了科技，宗教，武器影响中国。更大的影响是西班牙人从美洲带来的白银。6. 政治影响很大
的朝贡体系，与西方自由贸易的冲突。
13、最棒的一卷！
14、总体来说有新意。但有时转引他人研究不核对原书，就弄出了错误。比如第二章说洪武三十年殿
试只有南人中榜，乃引用埃尔曼。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来自黄瑜《双槐岁钞》，但当年会试登科录却显
示也有北方人中榜，只是人数不多。黄瑜错了，艾尔曼、卜正民都被他误导。海外汉学角度新，但活
不精。
15、明的比重比元大所以有点不过瘾（没办法谁让人家时间长）。有些部分结论下的匆匆，感觉作者
脑子里很多reasoning的步骤都没来得及展开。感觉考完LSAT之后看中文书的速度都翻倍了啊，有点找
到像看漫画一样扫书的感觉了
16、九渊的提出真的让人印象深刻！绝对值得读一读的好书！
17、收放自如！！！
18、这本略水
19、本卷从气候这一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着眼点放在这个时
代生活、文化和经济上的“挣扎”，这种“挣扎”主要出于三个方面：
1.政治层面大变革：蒙古政府导致千年帝制失衡，皇帝的独裁越来越强，明朝皇权愈加垄断。
2.生态环境的影响：灾害频发，人对自然的破坏，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影响。
3.外部世界新变化：西方科技、宗教、武器的影响，国外的白银与中国手工业产品贸易，中国朝贡体
系与西方自由贸易的冲突。
20、2017之二十。西人寫中國史，不同之處在於對宏觀大歷史的把握，以及國際乃至全球視野下中國
歷史的變遷。元明史通篇亮點在於小冰期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另外，西人對於民俗民生等市民小民也
要比我国史家更加關注。翻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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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本好看，可读性强，龙见这个贯穿始末也很好，用故事来论述很生动
22、卜正民教授是享誉国际的明史专家，其学术功底十分深厚，多本著作在中国出版后屡次重订，加
印，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是学习明史绕不过去的经典。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这套哈佛中国史的同时
亲力亲为，单独完成第五卷，受到明史学界的瞩目。值得一读。
23、“哈佛中国史”系列1—5卷当中最为出色的一卷，以气候变化和极具中国文化特质的龙见为线索
，从容讲述元明时期的中华帝国的运作生态与面相，将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同
时写法极具文学性，趣味横生。对于史料的灵活运用和全新的观察角度，都很值得国内史家学习。
24、本书首次从气候这一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着眼点放在这
个时代生活、文化和经济上的“挣扎”。
25、如果卜正民写部中国通史，一定好看！
26、可能是这套书里最好的一本。充分展开，收放自如，行文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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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渊应该是深渊的意思，本书详细描绘了元明九次重大灾害期，其中元朝三次，分别是元
贞1295-1297，泰定1324-1330，至正1342-1345，其中至正年间的灾害最为严重，北方黄河发大水，元朝
政府增派了很多徭役，繁重的徭役直接导致了韩山童、刘福通的反叛，所谓“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
黄河天下反”，南方则是严寒、干旱和饥荒，安徽有个姓朱的农民和老婆孩子都饿死了，这个农民有
个儿子叫朱重八最后也走上反叛的道路。元朝至正年间的灾难是导致元朝垮台的最主要因素。元朝垮
台的其他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使得帝国从未建立起一个高效廉洁的行政体系，统治阶级从
未融入汉文化使得其汉族民众对其离心离德，蒙古军事集团在取得政权后迅速腐化和丧失战斗力。中
国南部汉人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延缓了元朝的死亡，实际上至正时代的灾害已经判处了帝国的死刑。
明和元一样，在开国皇帝执政时期均未遇见大的灾害，这也使得两个帝国的平稳的渡过了他们的创业
期。明朝有六次重大灾害期，分别是景泰1450-1455，正德1516-1519，嘉靖1544-1546，万历1586-1588
和1615-1617，崇祯1637-1643。其实对灾害更为敏感的是少数民族，对于蒙古族和满族来说，恶劣的自
然环境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生存，天灾迫使少数民族直接向南侵掠，比如景泰年间的蒙古瓦拉部，就必
须倾全国的力量来攻击明朝，因为景泰年间的天灾对瓦拉部的打击更大。万历年间的第二次重大灾难
，使得原本臣服于明朝的满族反叛，因为万年末年全球天气进入小冰河期，东北尤其寒冷，农作物严
重歉收，虽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均知道明朝的力量之强远在其之上，但是他们只有向关内发展才有生
路，这个民族才有生路，关外的严寒使得东北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崇祯时代的爆发了最严重的自然灾
害，而且时间持续长达7年，整个中国弥漫在严寒、干旱、饥荒、蝗灾、地震、大疫、沙尘暴、龙见
之中，虽然有大量白银涌入中国，但是由于国内农作物的严重歉收，即使有银两也买不到食物。饥荒
产生了大量流民，镇压流民需要扩充军队，军队又需要粮饷，虽然有饷，但饷又买不到粮，军队只能
劫掠，这样官逼民反，流民越剿越多。明朝末年摊派最重的赋税是辽饷，本来是临时征收的税款，但
由于满洲不断做大，明朝政府只得层层加码，持续征收辽饷。重税使得已经不堪重负的农民不得不揭
竿而起，农民战争灭亡了北京的崇祯朝廷，而农民的短见，使得李自成将吴三桂逼到满洲人一边。满
洲人对于自然灾害的忍耐程度未必高于汉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要倾巢而出，进攻南明的原因。
满洲人在征服了中国后，他们选择将东北大地封闭，禁止汉人自由进入，满洲人自己甚至都不愿进入
，这对于十九和二十世纪闯关东的那些汉人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崇祯年间全
球小冰河期时代的灾难在满洲人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并不认为那块黑土地是宜居之地，而
是充满了痛苦回忆的苦寒之地。
2、《哈佛中国史：元与明》是由整套《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撰写，他的
代表作就是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再版的《纵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是美国汉学最
高奖项列文森奖获奖作品，可见作者对于明代历史的了解。这本元明史叙事非常流畅精彩，抛弃帝王
将相和历史重大事件的叙事手法，采取全新的视角，比如从气候，比如从商业和文化，比如从全球化
尤其南海经济体中的明帝国，让我们从更多的侧面更立体的重新的认识元、明朝。九渊：气候对于元
明朝的影响卜正民在整套《哈佛中国史》总序中特别强调自己撰写这本元明史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就是气候对于元明史的影响。其实近年国外气候影响（甚至决定）历史的论断已经很火了，近年来也
受到不少反驳和诟病，气候历史学家认为元朝灭掉宋朝和清朝灭掉明朝，都是处于全球小冰期，气候
严寒，北方蛮族无法生存所以南侵，导致异族统治中国。但是，卜正民并未觉得气候是决定朝代兴衰
的原因，他只是觉得一个以农业基础的帝国，气候影响农业也势必影响朝代的政治状态和走向。卜正
民特别梳理元明史上的气候和自然灾害，特别是明代的九渊（九次大的自然灾害）对王朝治乱的影响
，这一视角较为新颖。此外，卜正民还关注了当时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动植物的减少，增添了一份
人文关怀色彩，这是中国历史叙述中较为少见的。龙见：通过虚构的历史现象看历史真相卜正民这本
元明史，以龙的出现作为本书的开头和结尾，卜正民查阅了元明史上多次龙见的记载，龙是中国人的
图腾，也有着多重的寓意，比如中国，比如天子，比如自然灾害，比如上天示警，通过龙见这一现象
可以折射当时社会与国家政权的某种关系。卜正民说“龙使普通民众想到了自己在面对不可预测的上
天和时而冷酷无情的国家时的脆弱性。那些看见龙的人可以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
意民生的征兆。”龙也许和爱尔兰黑豹一样，本身并存在，却被“当作一种自然力量，用以对抗难以
捉摸的国家权力”。 龙明明是虚构的事物，为何在如此注重真相的历史中屡次出现，这和神话传说一
样，都是因为某种动机对真实历史虚构表述而已，读历史就要读出这种虚构历史现象背后的动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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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鲁西奇说过“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也许并非透过历史资料去探索所谓“历史真相”弄清“唯
一”的客观历史，更重要的乃是各种历史资料看作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或人群对历史的述说，与认识。
去分分析这些述说与认识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如此叙述？换言之，历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
是历史叙述与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丰满：360度的元明社会全景图相对于国内主
流历史的地王叙事和细分研究，这本元明史通过幅员、经济、家族、信仰、物华等方面详细而细微的
通过一些历史截片呈现元明时代的整个社会的生活图景，不再是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叙事，而是
贴近人民生活的360度的社会全景图。下面简单的挑一些：幅员主要讲地域与人口，其中印象深刻的南
北差距，经济重心的南移，并预言会移到广东。经济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社会财富的富裕带来的社会阶
层的变化，士农工商变成了士商工农。家族其中印象最深的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导致士族门阀的衰落，
元和明朝初年都不愿意采用科举，但是随后科举得以恢复，士绅阶层成为中国的链接上下的中间阶层
，氏族家庭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结构。信仰三教合一，儒教管日常生活与政治，道教管世界的观
测方式，佛教管生死往来。最后，重点讲述王阳明新学的兴起。物华这部分详细的介绍了明朝时代的
物质生活，当时的文化品位和对暴发户的鄙视，大量引用了柯律格的作品，比如《长物》。世界：南
海经济体与全球化汉学家治中国史的优势在于可以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史，这是本书的亮点，比如明
朝的外贸形式，朝贡与贸易。明朝非常注重朝贡贸易，甚至葡萄牙人也想加入朝贡体系之中。但是中
国对于贸易的态度一直是犹豫不决定。倭患因为贸易受阻明朝的倭患的根本原因就是割断了与日本的
正常贸易通道的结果，重开贸易之后倭患便很少发生了。明朝对于贸易的态度导致了其逐渐丧失了南
海经济体的主导地位，葡萄牙人逐渐屠杀东南亚的中国人成为了主导，葡萄牙人南海区域内的贸易量
已经超过亚洲和欧洲的贸易量，荷兰人和英国人随后也加入进来，逐渐开启了全球化。全球化对于明
朝的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拉丁美洲银矿的开采，通过贸易或者直接货币套利，大量流入明帝国，一方
面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造成晚明的严重通货膨胀，为明朝的崩溃加
一把力。全球化的另一个影响还在于以利玛窦为代表大量的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让中国人第一次见
识了科学和技术，包括火枪火炮，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但最终在争议中选择了保守，没能用先进
技术抵御大清的入侵，清也在几百年后付出沉重的代价。皇帝：政治兴衰的变与不变成吉思汗的世界
性帝国，因为蒙古人采取并非中国的嫡长制继承制发生分裂，根据卜正民的观点，元朝频繁的皇帝更
替和灭亡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继承制。宋元灭宋，到明灭元，到清灭明，看似中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但是集权的政治体制却一直没变，元朝统治者为了税收的经济利益放弃了原来蒙古人的体制
，选择集权政体，明朝推翻元朝后实际继承了元朝的体制，清朝入关后为了统治华夏大地，依然选择
集权体制，甚至是后来的民国与我们现在。在本书最后一章结尾时，卜正民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当
我们回首时，原来元明从未消失在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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