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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清代档案研究》

内容概要

由四川省档案局（馆）编辑整理的《四川清代档案研究》，已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ISBN
7-81057-929-0 / K.017  售价28.00元）。购书者可与四川省档案局发行站联系（Tel: 028-87664031  成都市
花牌坊街191号   邮编 610031）
《四川清代档案研究》序言
四川省已发现的清代档案，不仅卷帙浩繁，数量庞大，而且内容全面，特色鲜明，既有汉族地区的档
案，也有少数民族地区及杂居地区的档案；既有反映一个县的综合性档案，也有专业档案，具有突出
的学术价值和资政意义。
例如四川省盐业，应该是持续生产历史最长的产业，可说是中国手工业的缩影。其精湛的工艺技术，
被认为系现代石油钻井工业之父，甚至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至今还在显示其生命力，并给相关
技术领域提供启迪和借鉴。自贡市档案馆所藏清代盐业档案资料甚为丰富，各种契约对土地转化、股
份制运作、经营矛盾、变革冲突等，都有精彩揭示，既表现了中国腹心地区工商业者的奋斗、创举，
也表明了其面临的诸多特殊困难。有学者评价说，这是对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说明，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又如冕宁县档案馆所藏清代早期土地买卖契约，内容简单，除中人外，专列有“依口代笔”人，表明
是把口约文字化，即由原双方口头约定，演变为请“中证”，具有“立契存据”效力的字约，这当然
是—种质的进步。有的土地租佃契约除押银、租米外，还有“牛租”。参考古蔺县契约除租谷外，还
有“牛工”、“人工”之例，则此“牛租”便有着力役地租的色彩。这些契约的原始面貌，非常生动
地表现了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进步过程。
冕宁档案对分析汉彝民族关系也极有价值，即经济关系是民族交融的基础。例如彝族是通过汉族作中
介而逐步接受先进的“契约”关系的。有的契约中，有两个代字人，一个是汉人，另一个则是彝族见
证人。联系到在雅砻江下游“汉佃”广泛存在，并对实物地租出现的推动作用，说明历史上民族关系
的积极发展，经济交流最为关键。这在今天同样应得到充分理解和尊重。
再如川滇边务档案中有关对于西藏经营的策略，其政治价值更是值得高度评价。晚清政权在极度衰败
之时，就非常关注西藏问题。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对川藏特殊关系形成共识，即通过四川，尤其是
“川边”(主要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来实现西藏的安全保证，于是“保川固藏”、“安边安藏”、“
筹边固藏”等口号产生，此即“治藏必先安康”理念的由来。为此，在四川藏区推行了可说是中国少
数民族地区中内容最多、规模最大、斗争最烈、影响最深的综合改革。“治藏必先安康”这一历史经
验被当今国家领导人所重视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稳藏必先安康”，朱镕基同志提出“安康必先
兴康”、“兴康必先通康”，并先后拨出巨款进行交通建设。四川省档案馆所藏“边档”中，对四川
藏区及西藏策略，有不少富有针对性的认识和措施，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至于著名的清代巴县档案，其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的学术意义，早为国
内外学者所首肯，不再赘述。
以上简述仅是对四川清代档案的粗浅触及，意在证明其学术与资政价值是充分的、毋庸置疑的，必须
加以关注。在此，我们还必须明智地认识到，文化资源是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有的文化资源的转
化将带来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我国需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最后应强调指出的是，四川省档案局(馆)对清代档案非常重视，在发掘、整理、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2003年12月8日专门举办了四川清代档案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热情务实，勤奋努力，所提交论文既
有宏观评论，也有微观剖析；既有对传统问题的深化，也有对新领域的开拓。资料新鲜，观点平实，
思虑缜密，分析周详，显示了档案学术会议的良好学风。与此同时，大家还就馆藏状况、资料的抢救
及如何有效工作，交流了看法。此次收入论文集的共有44篇，除参加学术研讨会的31篇外，还收入了
已经发表的重要文章13篇，但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收全。我深信，四川清代档案的收集、整理、编
研工作必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富有成绩的阶段。
四川省政府参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冉光荣
二OO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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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什么这本书看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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