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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内容概要

本书由《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两部分组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
业资本》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
展规律问题。《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则着重讨论明代的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
萌芽期的江南市民经济，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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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作者简介

傅衣凌（1911-1988）中国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奠基者之一。原名傅家麟，笔名休休生。福
建福州人。1911年5月29日（宣统三年五月初二）生，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33年发表《秦
汉之毫族》等论文，开始步入史坛。1935年赴日本政法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览中国古籍，兼收
并畜经济学、社会学知识。1937年夏回国。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41-1945年，先后应聘
到邵武协和大学、闽清福建学院、南平省立师专等校任副教授、教授。他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特别是
农村经济史的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他以初步学习亚西亚生产
方式理论的体会，吸收传统史学和日本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的长处，注重民间纪录的
搜集，进行社会调查，先后编著出版了《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汇编》（1942）、《福建佃农
经济史丛考》（1944）两书。后者是中国经济史学开拓时期的力作之一，很亏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
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来源之一；而后又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
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1月，傅衣凌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连续发表了徽
州商人、洞庭湖商人、陕西商人、福建海商等系列论文。1947年写成《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地区的手
工业生产形态》一文，首次指出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他还参加爱国民
主运动，于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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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书籍目录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一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
二　明代徽州商人
三　明代江苏洞庭商人
四　明代福建海商
五　明代陕西商人
六　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
七　清代前期厦门洋行
后记
再版说明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一　导言
二　明代江南富户经济的分析
三　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
四　明代江南的纺织工业与织工暴动
五　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
六　附录：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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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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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编辑推荐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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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精彩短评

1、我看的是台谷风出版社的。
2、帮朋友买的，史料用书啊
3、值得反复读。所涉史料甚广。观点亦有新意。
4、引用大量史料说明了明清之际中国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读者
很有帮助。  史料丰富，价值很高
5、虽然话语熟悉，但是如今历史界似乎没有那个时候抽取理论的能力了。
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56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傅衣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怎么说呢，很多小的段落皆可衍生出些文章来，不过还是有些dated。
8、一直觉得考证史料的人才是做学问的人
9、傅衣凌先生，明清经济史专家
10、最近看书太少太慢了
11、古代经济史我最爱的部分T.T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 当时官营那么发达 民营也有很好的发展机遇 可惜
后来闭关锁国全毁了
12、满满都是史料
13、求再版
14、傅衣凌的书很值得一读。
15、还是扫盲用。借以了解明清江南一带商业市镇发展情况。如有更专门的书，请友邻们推荐。
16、明清时期的商人级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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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

精彩书评

1、这是将傅先生原来的两个集子合在一起出版，从成本上来讲，是合适的，封面装帧也说的过去，
不过我印象很深的是1956年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那种淡黄色的封皮，上面简单的线描画
，我觉得那个封面设计得太棒了。傅先生的研究实在是不敢置喙，何况有陈支平这么牛的大佬在前面
做序做讲解，借了两三遍，反复在读，诚如老冯说的，里面几句话，现在就可以作一篇大文章出来，
洞庭商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了。史料和眼光，这两者到底如何结合，看了梁方仲，看了傅衣凌，看了瞿
同祖，之后都在想这个问题，他们的文章很平实，并不因为曾经接受过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而暴
露出希腊腔来，我们现在总说如何从中国自己的逻辑来思考中国，我看在他们这些先贤那里，不是说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但至少在论文形式上，是挑不出问题的，没有后代文章中那些吓死人的概念与理
论——其实到底谁接受的理论训练更深呢，这种融会，不仅是需要学习的，也是需要思考的。
2、这本书含有的两篇集子，都出版于50年代中，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可能开启了国内关于资本主义
萌芽的讨论。不过很奇怪的是，作者的后记中说第一个集子是在就46年之后陆续写成，应该不那么带
有建国后学术以政治为指导的烙印的。可惜的是，与粱方仲的文章比起来，傅衣凌在这方面的痕迹浓
重得多。这本书论证明清时代[主要是明代及清代早期]的商业化程度，包括对各地区商人的描述。引
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但大都是举例引证，可能是国内历史学的路子，不是如粱方仲那样的经济史的
路子。有很多引证读起来就像定性研究，很有意思，但是由于有些时候论点过于宽广博大，引证往往
失之于严密，读来存有疑问的地方颇多。主要是说明明清时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以及商业资本的
发展问题，其中关于洞庭商人、东南洋铜商的sketch在其他地方很少见（似乎只有彭慕兰提到过东南
的铜商）。其着力于“私的经济——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p.206）的视角，确实跟粱方仲、黄仁
宇等偏重财政赋税的角度不一样，有其独到的地方。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的质量颇高，
从契约文书入手的研究方法和所载的诸多契约资料，值得注意。比如《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
关系》及《清代永安赔田约的研究》等篇，记载了很多资料。其《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也有一
些质量很高的论文，比如关于福建金融史料、清末厘金起源、太平天国地方团练的讨论，对19世纪中
期以来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或有启发。
3、就像陈支平在《前言》指出的：“读过他论著的人，或以其堆积史料为嫌，却又不能不转引他发
现的史料；或与他意见相左，却又不能不承认确有见地，寓有新意”。年少轻狂之时，总以为傅先生
比不过梁方仲先生，社会学pk不过经济学，而且很多他找到的史料现在并不难找。现在看来，并非如
此。且不说史料珍稀与否，真正去参与到傅先生从事的领域中去，譬如商人商业，除了徽商和洞庭商
的研究，其余各商帮的研究，都完全绕不过他的作品。而且，他不长的对于史料的解说，竟然包含不
少极有启发性的意见，譬如洋铜商那篇。真是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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