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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
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
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
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
、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
、吴廷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
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
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年，中
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
，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基地。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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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内容简介：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
。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
予权。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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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民，1959年10月生。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教育部历史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明清
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灾害历史学》等著作。先后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第一届中韩
青年学术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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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明清湖广社会经济变迁由湖广而湖南湖北——明清湖广分省问题述论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明代两湖地
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试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田水利——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论明清时期的水资源利
用明清苏皖沿江平原圩田水利研究传统方志中农田水利资料利用琐议——以江西省部分地区为例明清
时期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与农村社会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堤垸农业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湖广熟，
天下足”述论——兼及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洞庭湖区农业发展论略明代湖北的鱼贡、鱼课与渔业清代
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影响清代湘赣交边山区的棚民与经济社会17—19世纪秦巴山区的人口变动旧
抄本《湖北省清厘逆产条款咨案》及所见清代鄂西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环境、社会动荡与山区寨堡——
明清川陕楚交边山区寨堡研究之一作者主要著述列表后记

Page 5



《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这组统计数字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本地当时陂塘灌溉的实际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所见后来
陆续纂修的康熙《西江志》、雍正《江西通志》、同治《南安府志》、光绪《江西通志》及县志的有
关内容，除些许因转抄、计算等故导致的差异外，基本与这组记载相同。④其误差如大庾县义新都神
前等3陂的灌溉面积，嘉靖《南安府志》记作“三顷五十八亩九分”，乾隆《大庾县志》、同治《南
安府志》、雍正《江西通志》、光绪《江西通志》皆记作“五十八亩零”。再如南康县有庙前等4陂
，嘉靖《南安府志》及嘉靖《南康县志》、同治《南康县志》皆记其灌溉面积为.5 59亩，同治《南安
府志》却记作821亩。原因似乎出在同治《南安府志》将紧接庙前等4陂之下的礤口等4陂的灌溉面
积821亩记在了庙前等4陂名下，从而漏掉了礤口等4陂，等于把两条材料合为一条，少计了559亩灌溉
面积。又如关于南康县严邱、老山、绿村等8陂的记载，上述诸志中，刊行最早的嘉靖《南安府志》
及同治《南安府志》中，南康县属并无此8陂内容，而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南康县志》和雍正
《江西通志》、康熙《南康县志》、同治《南康县志》、光绪（《江西通志》都将此8陂记在南康县
名下，且载明灌溉面积为1263.5 亩。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当与行政区划变动有关。正德十二年（1517
）析分南康县西北乡等地设置崇义县（属南安府），前述8陂实为当时南康县过割归崇义县之数。对
此，嘉靖《南安府志》已有明确反映，即将前述8陂记在崇义县尚德里属下（陂名、灌溉面积皆一致
，且该里当时仅此8陂），故南康县属当然不再有此8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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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围绕明清时期长江中游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这一主题，文集选编了近20年来发表的部分论文。从内容
的系统性考虑，论文涉及人口变动、农田水利建设、山区及平原湖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与环境演变
、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等主要方面。除了按此次论文集编辑、出版体例要求，统一引文、注释格式，
一般不作大的改动，但对原本抄写过程中出现的鲁鱼亥豕类及明显的差误，有所更正。发表时限于篇
幅、体例所作的个别调整、删减，这次亦部分恢复原本。编选本文集并非完全是敝帚自珍。一方面是
学院完成“211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同时亦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
的任务。限于学识水平，文集中一定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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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
划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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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可以，这本书资料丰富，看来比较用心了，是国家课题的成果。
2、明清长江流域的社会、环境、经济，出了很多专著，都很值得一观。
3、张老师的功力很深，受益匪浅。
4、“长江中游”名不副实，基本上还只能算是区域研究。不过资料还比较扎实，感觉武大老师的研
究都很朴素扎实阿~

Page 9



《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