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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

内容概要

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
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
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
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
，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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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念群，男，1964年1 月生于北京。1981--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
位。1988－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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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清史研究的点、线与面
“大一统”话语与早期全球化视野
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
——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
一、让汉人的“大一统”回到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中
二、从分野到经纬：科学革命与大一统的重建
三、从“九州”到“本朝之制”
四、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四裔”世界的重新建构
五、小结
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
教化之道与治理技术
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
——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
引言：从一道谕旨看王权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对“教养”观念的诠释与“学者型官僚”的职能转变
“学者型官僚”如何定义
“学者型官僚”与基层政治执行力
余论：“经世”思潮与清朝中叶的官僚政治
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
——质疑“皇权不下县”
一、何谓“皇权不下县”
二、县以下不曾设有职官吗
三、分防佐杂仅具有单一职能吗
四、分防佐杂及其区划是一种新的行政划分吗
五、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始于何时——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考察
六、结论
武术、商业消费与身体建构
赵丙祥：“内家”与“外家”——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
张三丰传说之发生
作为“姻亲”的游仙
张三丰的两个身体
“丹士”的身体修炼
内与外的政治学
结论
张仲民：晚清中国身体的商业建构——以艾罗补脑汁为中心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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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库馆臣上述观念首出《左传·昭公七年》，原文为：“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谁非君臣？故《诗》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左传》讨论的是周
代的君臣伦理，但这一政治原则随着儒家在两汉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帝制时代官民朝野信奉的
政治理念。其中的具体过程固然复杂漫长，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日趋社会主导地位的趋势是显而
易见的。而践土食毛之论，则是明末以来朝野公私信奉并拥有号召力的政治观念。清初著名明遗民屈
大均就是以此解释为何上自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都当为明朝死节：“（有明）三百年来，践土食毛
，谁非臣工？”这种观念的影响可从当时发布的各类檄文中得到证实。 明清之际，内地士绅在起兵抗
清，或对抗李自成之时，常发布檄文。这些檄文，如果不使用当日民众接受的观念，就不足以影响舆
论，扩大自己的号召力，以便获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世受国恩”就是这些文告用以鼓动民众，捍
卫复兴明朝的思想武器，而研究这些文告中的政治思想，远比研究精英人物的理论著述，更容易使我
们看到明清之际通行的政治观念。这里引一篇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不久，江南士人发布的檄文： 昔我太
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轴，一扫腥膻；身钟二曜之英，双驱诚谅。历年二百八纪，何人不沐皇恩々传世
一十五朝，寰海尽行统历。迨我皇上崇祯御宇，十有七年于兹矣。⋯⋯呜呼！，即尔纷然造逆之辈，
畴无累世沐养之恩？⋯⋯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请敌王所忾；岂日同袍、岂曰同泽，咸歌“与子同
仇”。聚神州、赤县之心，直穷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愤，歼厥渠魁！ 这篇华丽激昂的文辞，强调的
是下列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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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史学(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由中华书局出版。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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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一集的选文都好棒，特别喜欢赵刚、杨念群和赵丙祥写的那三篇。
2、包装完整。本书为新史学的系列经典之一。
3、第一篇和第四篇是重点
4、为了学位论文开题，也是为了满足知识更新的私欲，买下了此书。杨念群先生的建树相比较来说
已经上乘，对得住这个价格。
5、在图书馆无意中翻到这本，看到目录有张三丰和皇权、学者型官僚、拆穿西洋镜就借了，读了。
大一通选课选了社会学概论，除了几句话外其它内容都忘了，其中一句就是“皇权不下县”，大二近
代史课上回答老师问题时说了这句。。。
6、质超此前诸卷，序言重要但小结不好。六文篇篇耐读，胡恒质疑皇权不下县，赵刚挑战新清史立
场，皆富启迪。前提是对各学科突破方向有同情理解，而非固守本学科立场挑剔硬伤。否则张世明法
律—图像—异乡，赵丙祥身体—神话—江湖，张仲民身体—消费—国族，交叉研究新意大打折扣
7、至少在方法上還是值得一讀的。所提出的清史研究可辟出新境的三個方向亦甚可參考。
8、开眼界了～
9、首篇弥合汉化说与新清史，引入全球化视野；二篇剖析影像/绘画的直接冲击力如何致其自身所处
的历史情境消散并延伸治外法权；三篇论述帝王观念如何转化为地方治理术；四篇质疑皇权不下县，
以僚官佐杂及其职能、分防讨论区别式管理策略；五篇以隐者与仙人双重形象，分析皇权政治与张三
丰神话构建；末篇商家经营策略庸俗化民族主义宏大叙事并消解其实践，重点是控诉《官场现形记》
有硬广哈哈哈！！！
10、扩展视野！
11、《拆穿西洋镜》一篇立意不错，可惜这位史学家似乎对艺术史不够了解，论断大多泛泛。还好无
伤大雅，毕竟是讨论清代刑罚的文章。
12、新鲜的理论视野加上史学的资料支撑，开开脑洞，跨跨学科，多间行走，好读而且也会有所收获
。慢慢刷一遍~
13、喜歡胡恒那篇
14、读了前四篇

Page 7



《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

章节试读

1、《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的笔记-第178页

        胡恒兄这篇文章相当强大。区别式管理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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