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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59年起，我就计划撰写明代的漕运。当时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目前在奧
克兰大学工作的贺凯教授，从那时起就不断给予我帮助和鼓励。贺凯教授在图森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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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列出一个文献目录，弄清研究方法与目的。他到密歇根后，
把他个人收集的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提供给我利用。对我来说，这些资料非常宝贵。
此外，在许多场合，他舍弃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
我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因此，我从内心里对贺凯教授要表示深深而诚挚的谢意。 
    对于在明史研究领域走在前列的许多学者，虽然我同他们的联系并不像同贺凯
教授那样频繁，但他们也像贺凯教授一样，对我的研究关怀备至。除了密歇根大学
为我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外，还有一些
学者阅读了我论文草稿的全部或一部分，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这些学者包
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杨联陞教授、耶鲁大学的约翰·w·霍尔教授、加利福
尼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约翰．梅斯基尔教授，以及明史文献研究项目小组的L．卡里
托·古德里奇教授。我要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
论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当然要由我自己负责；这一情况并不能说明
我在最后定稿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59年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期间，我有机会拜访了外交学院的韩丁教授。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我们俩人在漕运的功能以及中国历史其他问题上看法不
同，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个人对他的钦佩。我对他的尊敬具有深深的含义一一他很
早就在明史研究领域中跋涉，而我，才刚刚涉及，只是一个初人者。 
    在我论文写作期间，还有许多人帮助了我。这些好心的人包括：吉非尔斯与罗
塞蒂有限公司的丹尼尔·了·博恩先生，他不断地鼓励和激励我完成明代漕运的研
究；博恩夫人，她阅读了论文全部初稿，提出许多如何改进英语表达的建议；密歇
根大学远东图书馆的铃木彦先生，他帮助我安排论文中的日文标题，并将之翻译成
拉丁语；安·A·科尔蒙内小姐，她帮我打印了初稿；罗斯玛丽·J·赫里恩夫人，
她帮我打印了最后的定稿。我还要感谢如下人员：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卡
尔·A．吉非尔斯先生，他是我现在的雇主，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帮助和理解，这篇论
文才得以完成；霍勒斯．拉克汉蒙研究院的拉尔夫·A．索耶院长和弗里曼·D．米
勒院长，他们俩人同意在1959年和1963年设置研究生研究基金，资助我到美国国会
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迄今为止，明朝历史仍然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复杂。而一般说来，明代漕运问
题涉及明代的许多因素，例如皇帝及大臣的性格和个人风格、政府机构、官场惯
例、重大的全国性事件、财政制度、国民经济、流行看法、地理和工艺技术，等
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原始资料虽然很多，但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现代学者重新整理和
加工过。由于在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对此种整理加工的估价，因而在写作这篇论文
时，我每时每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匆忙翻阅，快速选择。由于明代漕运
是一块尚未被人研究的处女地，而我又是刚刚涉及这一领域，因而论文中所提出的
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我充分地意识到会出现许多错误，也认识到会忽略许多
重要问题，因此，任何使我能注意到某些特定错误的建议或评论，我都十分欢迎。 

为了方便阅读，我尽可能把中国度量衡单位换算为西方式的。不过，“两”和
“石”除外，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常用单位，是中国式的“盎司”和“蒲式耳”。 

 
         黄仁宇 

196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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