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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学术研究生涯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近代中国商会研究。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
，即在章开沅等指导老师的安排下，参与整理和编辑苏州商会档案，从此便与商会研究结下了不解之
缘。到80年代末期，《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出版。此外，作为整理与研究资料的直接成果，我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商会性质、组织及功能等方面的论
文，后又与马敏教授合著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1993)一书，这是较早利用系统档案资料对近代商会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90年代以后，近代商会研
究越来越受到更多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很快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相关成果也层
见叠出。回顾20余年近代商会研究的发展进程不难看出，早期主要是对商会的成员、性质等问题较感
兴趣，侧重探讨商会的政治活动及内部组织结构，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商会的表现。后期则多将
视线投向商会的“自治”活动，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商会主动的社会参与和国际
交往，等等。概而言之，我自己的商会研究主要向三个方面扩展：一是商会与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二
是由商会扩展到新式商人社团的全面研究，三是商会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考察。这三个方面具
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关联性。我较早时期的论著基本都是围绕商会与资产阶级研究进行的。在80年代初
期，资产阶级研究是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商人和商会的研究自然受其影响。在商会研究兴起
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指多停留于“资产阶级的代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身
上，而真正的商人反被忽视。商会史研究确认商会是资产阶级的主体组织，从而将“民族资产阶级”
的主体讨论细致化和实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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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系作者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处于本课题研究的前沿，所论对国内外的商会、行会及商团研究状
况作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指出了以往研究的成就和不足，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对以往有较
多研究的问题，采取新视角，论证更加充分，认识更加全面；对以往尚少研究或尚未研究的问题，进
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作者试图跳出传统商会史的单一政治史模式，运用不同解释路径对其进行深入分
析，使研究不再囿于传统的“商会”，而扩大到更多的商人群体，而且使研究从组织或制度走向具体
的人和社会，使我们认识这一转型时期有了更丰富的视角。该书问世，不仅是商会、行会及商团研究
前沿动态的一种体现，并且对本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具有较高的引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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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英，1956年生，祖籍湖北房县，出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4
年12月同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99—2002
年问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
代史研究所所长。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
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及近代社团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出版
专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与马敏合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晚清经济政
策与改革措施》、《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等，并在《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
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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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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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中编　行会篇　第十一章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
发展演变　第十三章　　中国近代同业公会研究概论　第十四章　　中国近代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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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从档案文献看苏州商团　第十八章　　苏州商团的准军事化特征　第十九章　　苏州商
团的改组与消亡　第二十章　　“社会与国家”分析框架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征引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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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商会篇第一章　中国商会史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1.商会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新突破国内史学界对
商会史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20余年。笔者开始学术研究的生涯，也是起步于20余年前的近代中国商
会研究。因此，这20余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笔者学术生涯的发展进程。谈起近代中国商会研
究的起步与发展，作为较早参与此课题研究的学者之一，既有惭愧之感，也有欣慰之情。之所以感到
惭愧，是因为最早见诸学术期刊的研究中国商会的几篇论文，并非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而是发端于日
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后来略感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学者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异军突起，
之后很快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及好评。在时间并不太长的20余年中，中国学者开展的商会史
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多本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和众多专题论文
，研究水平已达到了公认的领先地位。此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曾经多次举办以近代商会及商人组织
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还成立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可以说，商会史不仅成为中国
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而且还带动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等诸多专门研究领域的发展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进展迅速，不仅在于商会这一课题本身具有较大学术魅力与现实借鉴意义，
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在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上不断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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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我近些年来探讨相互紧密关联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与同业公会、商团的新成果。屈指算
来，我致力于这些相关课题的研究已长达20余年，但仍感到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甚至还
有一些问题几乎未曾涉及，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商会与工商社团的学术魅力之所在。显而易见，我个人
即使以毕生精力也无法穷尽相关问题的研究。好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年青学者，不仅有我直接指导的研
究生，也包括国内甚至海外其他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年才俊，也相继参与到相关问题的研究队伍
之中，所以不仅不需要担忧后继无人，相反还会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感谢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使之能够顺利与读者见面。在该社李红编辑的帮助之下，
我将书稿的电子文本电邮至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很快得到答复说出版社按照程序将聘请两位专家进
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决定是否接受出版。不久之后，出版社又告知专家评审结果及同意出版之
决定，而且一并将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供我参考。在此，对这两位评审专家也致以衷心感谢。出
版社的年轻编辑谭徐锋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此也应表示谢意。在20余年的学术生涯
中，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有过数次合作，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
究》就是在该社出版的，后来又有两部著作交由该社出版，而且每次合作都非常愉快。可以说，我在
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与该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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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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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性太强，对现代商会的运作没有做指导，完全是在翻故纸堆。
2、书快要散了，胶体有问题
3、《霍布斯和共和主义自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两本书都很好
4、很不错，为了5月份考试买的。
5、虽然朱英现在也是长江学者了，但他的书还是觉得论证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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