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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粮食经济研究述评 
周建树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从粮食调控、生产与储运、流通与贸易三个层面，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清代以及当时的粮食大省湖南的粮

食经济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国内外关于清代粮食经济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且水平较高，但也明显存在三

个层面不足：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宏观概括性论述的成分居多，微观性的探讨少；缺乏明显的区域互动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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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food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ZHOU Jian-shu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made a overall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food economy in Qing dynasty from grain control, food 
productio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food circulation and trade. It found that there were still some shortages: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ing single, more macro-general discussion, but less micro-exploration; 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y being obviously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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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权统治连续稳定， 粮食的流通渠道比较

单一，影响粮食流通的交通格局未有多大变化，因

而研究的范域较为确定，便于考察其粮食管理等问

题，清代粮食经济研究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

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此同时，清代湖南粮食经

济研究一直颇受学界青睐，因为湖南作为一个中部

内陆省份，在地理上有贯通南北、沟通东西的区域

特色；更重要的是湖南是当时中国的产粮重镇，其

粮食流通辐射的区域和市场几乎覆盖了近半个中

国，因此，湖南政府当局采取什么样的粮食流通、

贸易、消费等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周边省份或邻

近区域的粮食供需，进而对清代中国的粮食安全，

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等地的社会经济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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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影响。因此，对于湖南这个重要的内陆中部

粮仓相关粮食问题研究，民国以来就备受学术界关

注。笔者拟对学界关于清代以及当时湖南的粮食调

控、生产与储运、流通与贸易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

回顾和梳理，以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研

究理路。 

一、清代粮食调控研究 

清代前期，人口激增至 2至 3亿，如何解决庞
大人口的吃饭问题，以稳定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

便成为康乾时代统治者首要政务。不少学者似乎对

清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尤其是区域间、国内外的

调剂措施特别感兴趣。①他们大都认为，康熙、乾

隆诸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官府与私

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时，其手法相当高超，通常不

是简单地以行政命令对粮价作硬性规定，而是善于

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粮食的供求，对米商则既

有鼓励、帮助，又有所组织和控制，一方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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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消极因素抬头，另一方面给予优惠和方便，以调

动其搞活粮食的积极性，反映出清前期所采取的多

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粮食调控政策，是以往各

代所未有的。 
清代前期，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粮食危机，进而

引起社会骚乱，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粮食

管控。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蒲霞的《试论清代

江浙地区粮食短缺问题》论述了江浙地区清代粮食

短缺引起其后全国性的社会危机；[1]刘朝晖的《嘉庆

八、九年间浙江截米案探析》分析了米案中各阶层

的利益、态度以及粮食贸易纠纷中各区域地方势力

的利益冲突，认为清朝对于全国的粮食流通沿续了

前代支持粮食贩运的政策；[2]赵媛的《雍乾时期广东

的粮食骚乱及政府对策》[3]深度剖析了地方政府在应

对粮食暴动，争抢粮食骚乱时，如何采取有效的政

策措施进行管控。 
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战乱与灾荒，粮食供给危

机日益严重，学术界主要倾向于采用将该时期的粮

食危机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

的方法。相关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路伟东的

《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供应》[4]，他认为粮食

供应在太平天国史上极其重要，尤其是太平天国末

期，天京城一直受缺粮的困扰，它不仅直接关系到

军事的成败，而且对此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变动

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该课题进行探讨的还有田

玄、季鹏的《粮食给养与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5]

方之光、崔之清的《试论太平天国天京的粮食》，[6]

贾熟村的《粮食问题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7]

在战争供粮方面有刘志坚的《论军粮供给与甲午战

争》；[8]剖析清末民初粮食供应危机方面有赵惠蓉的

《晚清京师的粮食供应——晚清北京社会问题剖
析之一》，[9]苏宏的《民国初年城市粮食供应危机的

原因》，[10]上述赵、苏两文均认为米粮在时间、空

间上的分布不均，加之不法米商的操纵垄断等才造

成了民国以来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并带来很多的

社会问题；樊如森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

食供应》[11]则探讨了国家放弃对粮食供应的控制以

后，市场是如何对粮食供需进行调节的，并进而探

寻两种不同粮食政策的利弊得失。 
学界以清末民初湖南米禁为切入点对清代粮食

管控政策的利弊及成效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晚清

湖南施行粮食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米禁。它是

指在粮食匮乏并出现严重粮食危机时，政府为维持

民食，禁止运米出境的措施。胡忆红的《1909—1910
年湘鄂米禁研究》[12]论述了 1909—1910年湘鄂两省
同遭灾患，湖南拟采用禁米出境的粮食调控政策，

但遭到列强抵制，清政府由于在条约范围内循规蹈

矩，惧外欺内，保鄂轻湘，加之湖北当局粮食决策

失误，导致湖南自主调控粮食的政策受挫，难以及

时禁米出境，最终酿成湘鄂米案。当然，也有不少

学者对湘鄂米案原因的探究不只局限于“米禁”调

控政策的失灵，他们的研究有的多着意于官绅关系、

会党及灾变等因素，相关论文成果有杨鹏程的《长

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13]、《20世纪初湖南自
然灾害与米荒》；[14]阳信生的《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

斗争新探》；[15]朱圆满的《论梁启超对湖南抢米风潮

的经济观察》[16]等。上述文章认为当时官方和普通

民众大都把抢米风潮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

足、米价腾贵而致。不过鲁克亮的《贫困与权利——
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7]则认为上述解

释显得十分勉强，并指出了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

因：面对粮食危机时，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

人和外来灾民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居于劣势，其

大米交换权利丧失引发不满从而导致社会骚乱。也

有学者从新的视角来解读“米乱”的发生，如苏全

有的《省际圈与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8]认为从省

际圈及其背后所支撑的省界观念视角，可以看到各

省以邻为壑，只顾及自身平安，折射出清政府缺乏

全局统筹，丧失宏观粮食政策调控能力才导致米案

的发生。笔者认为，米案的发生与经济利益背后决

策者政策考量的失误及区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密切

相关。当时湖南、湖北两省政府当局粮食管控政策

的失效导致米商、洋商与湘鄂政府三方利益互为冲

突，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又导致两省的粮政调控失

效，促使中央与地方统筹粮政的最终失败。 

二、清代粮食生产与储运研究 

关于清代粮食生产的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于

对清代前中期粮食亩产的考察。粮食亩产量是农业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对粮食亩产量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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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衡量清代生产力水平的高

低。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学界对清代粮食生产
及其产量较为关注，研究成果日益涌现。②在研究

清代粮食亩产量时，学者主要从整体与区域两个视

角来考察。从整体视角对清朝前中期全国范围内粮

食亩产量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前期。吴慧就把清代前期的粮食亩产量放在帝

制中国的整体宏观视野下进行比较，并用数据来分

析农业生产力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清朝只是其比

较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节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逐渐形成潮流，有学者开始

从区域视角来考察粮食的亩产量，如学者郭松义就

对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亩产量数据的收集

做出了贡献。进入 21 世纪以来，史志宏细致分析
了 19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及总产量问题，③

他通过新史料的补充得出结论：与此前相比较，19
世纪中期的粮食产量，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是中

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点。 
有清一代，其仓储制度渐趋完备，官府储粮仓

库的运作和功能也就比此前历代显得更加突出。尤

其是对常平仓的研究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学者

张岩的《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19]详细研究了清

代常平仓的发展、管理运营及其作用，认为常平仓

在清代的发展以乾隆末年为界，前期呈发展的态

势，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但管理僵硬，后期趋

于完善，却渐沦为临时补救措施和敛财的工具，而

其谷仓则以捐纳和采买为主。她的另一篇文章《论

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的关系》[20]在研究方法上突

破以往以某个仓为主要研究对象单独探讨的做法，

对常平仓和其他相关联的仓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

讨，认为它们在区域布局和功能等方面是相辅相成

的。另外，不少学者还展开了对清代地方性粮食储

备调节制度的探讨，如陈春声详细论述了清末广东

社仓、义仓和常平仓制度的创办、仓谷的来源和使

用经营管理机制，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弊病，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组织与社会

功能。相关对清代区域仓储进行研究的也有不少成

果。④
 

就清代湖南仓储管理研究而言，所见成果并不

多，据笔者所查仅有 2 篇论文。张颖华的《论清代

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21]认为清朝前期湖南官民较

为重视仓储，境内普遍建立了以储粮备荒为目的的

常平仓、社仓和义仓，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并指出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封建势

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王日根、陈瑶的

《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基于<湘潭
积谷局志>的分析》[22]探析了晚清湘潭积谷局司事由

县城的士绅和乡村中义仓管理者组成，起到了连结

城乡、沟通商业活动的作用，积谷局的士绅管理者

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促进了湘潭地方政治的有效变

迁。有关清代湖南粮食生产的研究成果也不多。邓

永飞《清代湖南水稻生产技术探析》[23]对清代湖南

的水稻生产技术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认为由于农

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清代湖南水稻的亩产量较明代

有了显著的增长。 

三、清代粮食流通与贸易研究 

在粮食流通、粮食贸易方面，许多学者注意到，

交通的发展推动了粮食流通格局的变化，拓宽了粮

食贸易市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海运后，
到 1840年海运已经相当发达，特别是 1895年以后，
清代交通及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出现若干大城市。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对粮食的需求增加，除漕粮

外，安微、湖南、江西、四川等外调的粮食，属于

全国性省际流通商品粮。[24]学者对清代粮食流通主

要关注的视点在清前中期，如陈桦的《论康雍乾时

期的粮食流通政策》，[25]廖声丰的《试论乾嘉时期

苏州浒墅关的粮食流通》，[26]许檀的《明清时期山

东的粮食流通》[27]等研究文章。随着晚清长江流域

交通的完善，粮食的流通和贸易进一步得到推动。

吴晚璘的《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兴盛原因初探》
[28]细致考察了清代粮食贸易在长江流域兴衰的历

史变迁；吴敌《清前期长江流域粮食贸易的几个问

题》[29]则通过对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市场、经营

形式等问题的考查，分析了清代长江流域粮食贸易

的几种不同市场形态，以及流域内以粮食贸易为主

的统一市场形成的原因；张岩则以独特的视角选择

汉口这个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码头来考察清代

的粮食贸易，在其《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30]一文

中以汉口为例，通过粮食贸易的集散经营、流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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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等问题的考察，分析出清代的粮食贸易具有浓厚

的封建性。 
就清代湖南粮食史研究的整体现状来看，学界

对清代湖南粮食贸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

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颖华的博士

论文《清代湖南粮食贸易研究》将清代湖南的粮食

贸易的经济环境、发展情形、流通网络放在全国社

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多元考察，还将清代

湖南的粮食贸易与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

联系起来分析。关于湖南米谷外运的流通路线，陈

春声认为主要是以湖北汉口大码头为外运的中转

站，即“洞庭湖周围地区出产的米粮大多直接进入

洞庭湖，然后沿长江集中于湖北汉口”，“集中于

湘潭的大部分商品粮最后也顺流运到汉口，汇入向

长江下游大规模运输的米粮之中”。[31]吴承明则认

为清代湖南商品粮外运的流向主要是东西路线，即

“湖南、四川米经长江运江苏”。[32]还有学者认为，

由醴陵、攸县的谷米运往江西的萍乡、莲花等地；

湘南地区的谷米由郴县等地运往粤桂。[33]关于清代

湖南米谷外运的规模与数量，邓永飞在《清代湖南

谷米外运量考察》[34]中认为，除清初的几十年外，

湖南米谷外运的总量很大，一般每年输出的稻米达

上千万石，因人口、耕地、亩产量、平均年收成、

总产量、消费量的变化而有较大的变化，从清初到

乾隆，外运量不断增大，乾隆以后则不断减少。他

的另一篇论文《米谷贸易、水稻生产与清代湖南经

济》[35]论述了清代外省对湖南米谷的需求在促进湖

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湖南社会经济带来消

极影响，如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经济结构单一等

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同时激化了

社会矛盾，使湖南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陈曦、

阳信生的《从湖南的地方志看清代前期湖南商业》
[36]认为清前期谷米是湖南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钟

兴永的《清代湘米贸易论略》[37]简要论述了清代湘

米的产量、湘米输出的数量与范围、湘米的市场网

络、湘米交易方式、湘米价格及湘米贸易发展的成

因。钟永宁的《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

效应》[38]探析了 18 世纪湘米通过“私商贩运、省
际拨协、委员采买”等多种形式大量地输出外省，

进而深刻影响湖南省内的粮食供求状况，并导致米

价的增长和各地米价的不平衡。 
对湖南米谷市场的历史变化考察作出重大贡

献的首推全汉昇，他通过分析清代官方米价资料，

说明了早在 18 世纪，湖南米谷市场已经与长江下
游地区紧密结合起来，并探析出价格差距是推动米

谷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认同中国存在以价格为主

导的米谷市场还有台湾张丽芬，但是她的《湖南省

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39]也指出从 17世
纪以来湖南米谷市场呈现显著萎缩的过程，其中一

项重要因素是长江下游各省的地方官府不再采买

湖南米谷。这一观点不同于上述全汉昇的论点，强

调是官府的干预推动了湖南米谷市场的开展，亦即

认为在价格的推动力以外，地方官府的行政手段也

会推动市场发展。她的研究也存有不足之处，就是

没有谈及米粮市场的变化对当地社会有怎样的影

响。香港黄永豪的《市场与国家：湖南省湘潭与长

沙米谷市场个案研究(1894—1919)》[40]则对清末湖

南两大米市——湘潭的易俗河与长沙的靖港米谷
市场，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揭示了湖南米谷市场

由湘潭转移到长沙的动因及湘米(谷)贸易的动态流
动网络市场，并透过 20 世纪初年湖南米谷市场的
历史变迁，探讨了农业市场扩张如何影响了地方社

会发展，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海外不少学者也对湖南粮食贸易展开了深入

研究。美国学者王国斌、濮德培的《18世纪湖南的
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41]将湖南省内的米粮贸易的

规模和范围进行空间规模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将

粮食价格的变动方式，结合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探

讨了米粮市场有效整合的程度。罗友枝 (Evelyn 
Rawski)则从米粮市场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这一视
角来考察湖南的米粮市场，把 16 世纪福建的农业
市场发展和 18 世纪湖南的米谷市场发展进行对比
研究，认为农业市场的发展分别影响了福建和湖南

地方社会的结构，而国家的行政权力对农业市场的

影响力较为微弱。对清末湖南米谷贸易情况的考

察，蔡志祥 [42]指出在 20世纪的湖南已经形成了一
个以价格为主导力量的米粮市场，虽然地方政府可

以利用行政措施来干预湖南米谷市场，民间力量可

以利用所拥有的各项资源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动

以左右湖南米价，但是湖南米粮市场仍是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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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价格市场。另外，韩国学者田炯权的《清末

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43]分析了清

末湖南米谷市场米粮流通的情况，还以汝城、邵阳、

安乡三县为例论证了商品流通对米谷市场的影响。 

四、研究不足与趋势 

从上述研究成果不难看出，近年来国内外不少

学者对清代粮食经济给予了相当关注，学者们尤其

对清代湖南这一重要粮食区域的粮食调控、生产与

储运、流通与贸易等问题开展深入考察、分析。当

然，对清代粮食问题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主要体

现在互动性、微观性、深度性考察有所欠缺。具体

言之：一是粮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缺乏

运用粮食经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视野、新方

法；二是在对清代粮食经济研究宏观概括性论述居

多，微观性探讨较少；三是有关粮食的区域互动比

较研究明显不足；四是对清代各个历史时段粮食政

策执行及其绩效的研究有待深入，且某些评价也有

待商榷；五是缺乏对清代粮食问题，尤其是粮食管

理问题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状况尤其表现

在对清代湖南粮政的研究大有不足之嫌，即已有的

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多从粮食的储运、米市及湘米

外运探讨粮食自身的经济问题，而忽略了粮食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因而未能从粮食政策层面的视角来

具体分析清代湖南各种政治危机与湖南粮政绩效、

成败得失的内在关系。此外，对清代湖南粮政中重

要人物与相关群体对湖南粮食问题的政论、执政措

施和粮政思想缺乏应有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有关清代宏观粮食调控政策和粮食

生产、贸易制度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

方面的影响关注较多，使之日益成为清代粮食史研

究的热点。其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趋向于借鉴海

外学者的重数据的实证分析、中西比较的独特视角。

譬如台湾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全汉昪、王业键、魏

丕信、王国斌、李中清、邓海伦等人，就通过动态

数理分析的手法、中西比较的方法，以全新视角对

清代粮食价格、粮食供需、政府粮食政策、粮食饥

荒等粮食业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很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⑤，此外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也对清代的粮食

价格和粮食经济思想进行了宏观与微观分析研究⑥，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模式逐渐为大陆学者所借鉴。 

注释： 

① 例如杨彦杰．清代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以兵眷米

谷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1)；吴慧、

葛贤惠．清前期的粮食调剂[J]．历史研究，1988(4)；

葛贤惠．宫中朱批奏折中所见乾隆时的粮食调剂政策[J]

历史档案，1988(4)；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

可能性[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3)；崔宪涛．清

代鸦片战争前国外粮食输入问题[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0(4)；何泉达．康熙帝与米价：简论康熙帝的固

邦经略[J]．史林，1993(1)；钟永宁．十八世纪湘米输

出与清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3(4)；唐文基．乾隆时期的粮食问题及其对策[J]．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3)；邓亦兵．清代前期的粮食

运销和市场[J]．历史研究，1995(4)；谢放．清前期四

川粮食产量及外运量的估计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

社版，1999(6)；周志斌．试论康雍乾时期清政府的粮价

平抑政策[J]．学海，1995(4)；杨春雨．乾隆时期调整

粮食余缺的措施[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5(2)；王春芳．康熙时期的粮食保障措施[J]．探索

与争鸣，2009(5)等． 

② 其中有：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

[J]．中国农史 1987(3)；吴慧．清代粮食亩产的计量问

题农[J]．业考古，1988(1)；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

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从屯田资料来看清前期的粮食亩产[J]．中国农史，

1993(20)；清前期北京、河北地区粮食亩产蠡测[J]．北

京社会科学，1997(4)；史志宏．清代前期的耕地面积及

粮食产量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2)；黄冕堂．清

代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考辨[J]．文史哲，1990(3)；江

太新、苏金玉．论清代徽州地区的亩产[J]．中国经济史

研究，1993(3)；刘永成．从租册、刑档看清代江苏地区

的粮食亩产量的估计[J]．中国史研究，1994(4)；周邦

君．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J]．中国

农史，2005(3)．
 

③ 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

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3)． 

④ 王水乔．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吴涛．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

社会职能探析[J]．古今农业，1998(3)；赵永康．清代

川粮储备及其历史意义[J]．中国农史，1996(1)；吴洪

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姚建平．清代两湖地区社仓

的管理及其常平仓的关系社会[J]．科学辑刊，2003(4)；

钟永宁．清前期湖南的常平仓与湘米输出[J]．求索，

1990(1)；张颖华．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J]．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施由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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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江西的仓储述论[J]．中国农史，1998(4)；衷海燕．清

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4)． 

⑤ 主要论文有：全汉昪．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J]．庆祝

李济先生七十周岁论文集，1965；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

近地区的米价中国[J]．文化研究所学报(10)(上册)，

1979；王业键．清代粮价陈报制度[J]．故宫季刊(31)：

1；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J]．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87(2)；魏丕信著，徐建青译．18 世纪

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王国斌、李中清等合著．养民：中国 1650 年——1850

年的仓储制度[M]．Ann Arbor，Michigan：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1；邓海伦．囤户与饥荒[C]．复旦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11-233． 

⑥ 岸本美绪．清代物价史的研究现状[C]．民国以来国史研

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1992；康熙

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 [C]．刘

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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