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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冀鲁豫乡村》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乡村社会的专著，共分五个部分，即乡与村的社会结构、
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运用档案、方志、中外文
研究成果及大量社会调查等丰富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
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模式，具有独创意义。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
且对认识国情、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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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翰香调查论著。
2、有些觀點覺得怪怪的⋯但是絕對是一本長知識的好書
3、很不错，比较全面，应为华北农村研究的经典，可经常翻阅，并做延伸阅读。
4、此书2003年读过，是学习华北区域社会史的启蒙读物。印数600册，博士毕业时购得丛先生签赠本
。这是近代史所经济史研究室几代学人的最佳成果，惜印量少，传播不广。第一章王福明所撰“乡与
村的社会结构”，颇有功力，参考较多。
5、王福明论乡村社会结构，从翰香撰市镇贸易发展，徐秀丽述农业资源生产，史建云叙棉纺手工百
业，郑起东写田赋徭役征派。各自有相关译著或专述。于学术最艰苦冷落岁月八年积累编成，资料细
密，图表宏富，叙述朴实，为后人高频征引。书后缺文献总目，乡俗文化一维缺编，略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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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二部分市镇的勃兴《河北省各县概况一览》《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土地面积：1938年内政部《全国行政区划及其统计面积》《胶济铁路经济调
查报告》（满铁）《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北支经济资料》（同文会）《支那省别志》《河南省经
济调查报告》《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棉花运
销》《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河南统计月报》《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青岛守备军
民政部调查资料（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京汉沿线为主要都市为中心粮谷市场构造》《满铁调查
月报》《北支经济资料》《大中华河南地理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山东商业地理调查记》《河
北省棉产调查报告》第三部分粮食生产《农情报告》《第六次农商统计表》《统计月报》《北宁铁路
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华北民众食料的一个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论
文集》《豫省农民生活之所见》《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河北盐山县150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
第四部分手工业《光绪三十四年山东省实业统计》《光绪三十三年山东省调查局实业统计表》《工商
半月刊》《平汉铁路干线各站经济调查》《河北省工商统计》《河北省实业统计》《乡村织布工业的
一个研究》《中国商战失败史》《农商公报》《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五部分田赋
徭役《山东田赋研究》《河北田赋之研究》《河南田赋概况》《地政月刊》《河南财政汇刊》《直隶
全省财政说明书》《山东全省财政说明书》《中国财政论纲》《财政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
田赋问题》《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农情报告》（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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