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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徐毅的博士论文《江苏厘金制度研究：1853～1911年》即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打电话
来请我作序。我一向不喜欢写、也极少写此类多少带有应酬性质的文字，但对徐毅的这个请求，却于
情于理都无可推托。　　徐毅这篇论文的选题是我建议的，虽然一开始他曾提出题目是否有些“老”
的疑问，但经我说明理由，最终还是接受了。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上，我始终如一坚持的意见是
：一个合适的题目除应满足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所谓“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且大小适中，使学生在
三年学习时间里能够完成这样一般性的要求之外，还应考虑如下两点：　　其一，选题应有利于训练
学生最基本的专业科研能力。研究生，即便是博士研究生，也仍然是处在学习如何做科研，以为将来
独立工作打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基础打得如何，对学生未来的学术发展影响极大，多数情况下甚至
会是影响其一生的。这就如同一个武术家，早年的“扎马步”、“拿大顶”、“劈腿”等基本功锻炼
的扎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其后来的武功成就，因为一旦“出道”，他就难得再有机会去专门、系统地
练习这些基本功了；有些“童子功”，在过了最佳练习期以后，即使刻苦“补课”，也很难再练好。
而训练一个研究生如何做科研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让他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亲身经历一个完整、经
典的本专业科研过程，从中获得直接的经验和体会。这里，帮助学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去做，是
有讲究的。不同类型的选题，对于训练学生专业能力的效果并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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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厘金制度研究:1853-1911年》内容为：与清末民初“自上而下”建构的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
不同，晚清的厘金制度却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形成过程：由“民办”到“亦官亦民”再到“官
办”。对于江苏这个厘金的发源地来说，“自下而上”的过程中蕴涵着三次转向良税制的历史机遇。
然而，在江苏省各色抽厘集团的操纵与利用下，厦金制度的命运最终只能蜕变为“千夫所指”的恶税
制。晚清江苏厘金制度的起源、推广与演变，说明咸丰、同治以来，中央集权式微、地方权力膨胀的
宏大变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史，而是一幅充斥着众多社会集团之间方方面面
的利益博弈与争斗的历史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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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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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晚清厘金小史　　抽厘最早为民间一种筹集公益经费的方式，在咸丰
之前已盛行于民间社会。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上扬州。当时，奉旨在扬州帮办军务的雷以
諴正驻防里下河一带，因军饷不继，乃于是年八月，仿照民间会馆公所、善堂等组织常见的抽厘之法
，在仙女庙等处试行官抽厘金，又名捐厘。其抽收对象开始是坐商；后来，在交通要道上增设局卡，
对行商抽厘。所以，坐厘与行厘构成最基本的两种厘金类型。翌年三月，咸丰帝谕令江苏推广此项筹
饷新法，厘金之征遂在江苏各地迅速推开。同时，厘金也由江苏扩散到其他省份。最先仿行江苏开办
厘金的是安徽、广西两省，时间均在咸丰四年（1854年）。继两省之后，咸丰五年（1855年），江西
、浙江、湖北与四川等省相续开办。从咸丰六年到十一年（1856-1861年），绝大部分内地省份（云南
除外），以及东北的奉天、吉林，西北的新疆，东南台湾等地，也都先后实行。同治十三年（1874年
），云南开办厘金。光绪十一年（1885年），黑龙江抽厘。至是，厘金制度推广到了除西藏、蒙古以
外的全国所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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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学术扎实，引用史料丰富。着眼点具体。是了解厘金制度的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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