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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

内容概要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
究的又一力作。本书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
，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
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
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
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
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
俗共读，在推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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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万历传》
（1994）、《崇祯传》（1997）、《国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国史十六讲》（2006）、《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明史讲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其中
，《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国史十六讲》已畅销三十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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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
1. 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海禁政策
2. 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 日本的朝贡关系
2. 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三  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1. 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2. 海禁的突破口： 月港与双屿港
3. 朱纨的悲剧： 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1. 何谓“嘉靖大倭寇”
2. 倭患与真倭、假倭
3. “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五  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
1. 胡宗宪招抚王直
2. 王直其人其事
3. 开放海禁之议
4. 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一  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 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2. 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
3. 从香山澳到濠镜澳
二  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1. “东方第一商埠”——澳门
2. 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
3. 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4. 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
三  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 泉州海商李旦
2. 尼古拉·一官——郑芝龙
3. “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
4.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日本的贸易
四  “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1.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
2. 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3. 从月港到马尼拉
4. 从澳门到马尼拉
5. 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
五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 “商业上的‘纳贡’”
2. 全汉昇： 美洲白银的1/2被运到中国
3. 弗兰克： 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
第三章  江南市镇： 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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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2. “湖广熟，天下足”何时形成？
3. 江南的乡村工业化
二  晚明： 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
1. 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典型分析
2. 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三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
2. 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
3.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四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1. 乌泥泾与黄道婆
2.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3.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4. 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5. “土布出洋”一瞥
五  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1. 社会风尚由俭入奢
2. 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3. 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六  余论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  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 “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2. “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
3. 陈门弟子： 从贺钦到湛若水
二  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1. “学贵得之心”
2. 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3. “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4. 漫长的昭雪之路
三  “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
1. “不从人脚跟转”的王畿
2. “六经皆注脚”的王艮
3. “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颜山农、何心隐
四  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1. 赞扬王门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2. “假道学以异端目我”
3. “快口直肠，目空一切”
4. “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
5. “先生起千载，高言绝群智”
第五章  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  耶稣会士东来： 利玛窦的前辈
1. 依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2. 澳门：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
3. 沙勿略神父： 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
4. 范礼安神父： 中国传教事业之父
5. 罗明坚神父： 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

Page 5



《晚明大变局》

二  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1. “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2. 《交友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3. 《天主实义》：“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
4. “登上了‘月球’”
5. 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
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1. 《山海舆地全图》与《坤舆万国全图》
2. 《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与《圜容较义》
3. 《奇器图说》与《泰西水法》
4. 《崇祯历书》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1. 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2. 可以与托马斯·莫尔媲美的徐光启
3. “以西法为宗”的李之藻
4. 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
5. “读书必开眼”的方以智
第六章  新气象： 文人结社与言论
一  “虑圣教之将绝”的应社
1. 文人结社之风由来已久
2. 应社与广应社
3. “尊经复古”
二  “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的几社
1. “十人社”、“六人社”与“十八子社”
2. “绝学有再兴之几”
3. 剖析朝政利弊的《几社壬申合稿》
4. “关于军国，济于时用”的《皇明经世文编》
三  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 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2. 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
3. 甚嚣尘上的攻讦
4. 复社的理想政治——吴应箕的个案
5. 《留都防乱公揭》
6. 报国无门的悲剧
四  余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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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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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到底谁是古老中华帝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历史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答案是林则徐等人。而樊
树志教授在《晚明大变局》一书中指出，应是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作者认为晚明时期中国历
史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思想和文化根源。“近代人们常说晚清大
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
2、樊树志的《晚明大变局》构思宏观，跨越主题范围广，从国家体制、国际贸易、文化变迁、思想
激荡等多个方面来阐述晚明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社会形势。以史学来构建社会学，作者所选的面是
大了些，以至于这些菜放在一处，成了大杂烩，味道怪了些。又有点像自助餐，可以让大家各取所需
。比如，我看的时候，就先切入第六章《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明清交际，党社林立，对时局
影响深远。谢国桢有本专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把学术交往与政治势力结合进行社会学分析。
《晚明大变局》更像一本关于晚明的论文汇编，而不是专著。书生对政治的影响在和平时期比动乱时
期要大得多。动乱之时，以武力掌握发言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于和平时期，书生中
君子又每被小人压制，“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君子似私似横似有党，小人似
忠似柔似孤立”的表象往往误导君王，正直的读书人渴盼逢明君。彼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忌惮复社等
力量，不容挑战其政治权威，想方设法予以铲除。早在张居正的时候，就对士林领袖何心隐动屠刀。
“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的晋江狂人李贽也是为政治权威所不能容。在科举制度下
落第书生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很难，又不像现在经商也可以发挥人生价值，党社成了他们发表政治见
解的舞台。所以，党社特别吸引屡试不第者和新晋官员，后者希望通过士林拓广人脉，博取名望，为
仕途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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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页

        2015年，先后读了傅乐成的《中国通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光明读书榜上看
到这本书，本对作者本人并不熟悉，只是评价都比较高才买来看，大年初二总汉唐书城买来，读完两
本通史之后再度此类读物，较为轻松容易。作品是作者收集史料的梳理，似有字大行稀之感。诚如以
上阅读者所言，看到了经济、看到了文化、看到了对外交往，单单没有看到大变局。

2、《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30页

        
粗制滥造，中华书局。

3、《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2页

        
中华书局。

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227页

        英国人类学家埃斯特·博塞勒普 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
化）的主要动力。
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
经出现了“市场经济”，而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中国
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并不比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落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欧洲尤其是英
格兰的经济迅猛发展，而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于是就落后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分流”，分界
点就是工业革命。

5、《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78页

        王赓武说：“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进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进贡也是
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强调所有的对外关系都是臣民与君主的关系，强调所有的礼物都是送给中
国皇帝的贡品，皇帝送出的礼物则被看做居高临下的皇帝赐给臣服的统治者的礼物。”所谓官方的通
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写成《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作为朝贡的前
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的机会，去中国
朝见皇帝，以这种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基本方式。用“朝贡一回赐”
维系的两国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制。另一方面，它是以商业行为进行的活动，
使得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他特别指出，14至巧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
步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以及在这两个贸易圈
之间，由若干贸易中转港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
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
市舶司关闭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尖锐地凸显出来，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的弹
压，他们都配备武装。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蒙上了“倭寇”
的色彩。这是“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倭寇”的首领及
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
的斗争。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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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
患》，说得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
，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后期倭寇的主
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
、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
的首领。
唐力行的《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
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
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
有许氏海商集团、王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唐力行的另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
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
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
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四、归根结底，“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
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题准的“许贩东西诸番”具体是指在漳州府的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
人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与之配套的是，把月港镇升格为海澄县，在此设立海关（当时称为督饷馆）
，对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当时称为商税，使得以往的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种税收，包含引税、
水饷、陆饷。民间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由政府核准后颁发“船引”，这种船引的税收，叫做“引税
”。水饷是对出口货物征收的商税，由船商缴纨陆饷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商税，由铺商缴纳。
月港贸易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福建一地，诸如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多少税收。它的意义带有全局性
—最高当局第一次批准民间商人可以出海，可以与外商贸易，否定了沿用达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
在漳州月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此后，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繁荣，从
侧面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开放海禁是唯一可取的选择。

6、《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383页

        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全球化。其主要标志
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各国派出传教士，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伴随着天主教教
义，带来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西学东渐，使得中国在文化上逐步与世界接轨。 嘉靖、万历时
期的思想解放浪潮，提供了一个宽容的接受环境。
欧洲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发生了与它相呼应的宗教改革，这场运云包括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517
年发生的新教革命，使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第二阶段是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
它使某些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区别，也有内在
的联系，他们都是14至16世纪破坏现存秩序的强大个人主义潮流的产物；两者都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两者都有着回归早期根源的性质，即回到希腊、罗马的文
学艺术成就 回到《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教义。
早期耶稣会的传教方法同天主教已有的模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他们把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这
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思想。他们明确强调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对人类本性充满理解和
同情，使得他们的思想向着适应对方和迂回的方向发展。
利玛窦在肇庆期间，最有影响的科学创举是把欧洲的地理学和世界地图首次介绍给中国人。

7、《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7页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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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晚明大变局》的笔记-嘉靖大倭寇

        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于“嘉靖大倭寇”的看法有了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
贸易商人与“倭寇”》，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
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战争。戴裔煊《明代嘉靖
间的倭寇海盗与资本主义萌芽》主张：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王守
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的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成为倭寇，王直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
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大多确是王直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9、《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26页

        
中华书局。

10、《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04页

        
中华书局。

11、《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2页

        
中华书局。

12、《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35页

        
中华书局，垃圾。

13、《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02页

        美国学者弗兰克，在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
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
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
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澳门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输出的大多是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质优价廉的
中国货输入的除了少量各地土特产，大量的是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的白银货币。

1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3页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朝廷
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使得“私贩”转
化为“公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
，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15、《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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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 1935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所得
到的结论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他
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乾隆朝虽然号称盛
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耐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
钳制思想的目的。富路特的著作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欢迎，有的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
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睹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
败的萌芽。

16、《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20页

        
中华书局。

17、《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11页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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