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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东南区域史论》

内容概要

《唐宋东南区域史论》揭示了唐宋时期东南区域文化的兴起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唐宋是东南区域大发
展的时代，三四百年间，福建等东南区域从蛮荒区域发展为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一转变中，北方移
民南下和儒学的南传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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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东南区域史论》

作者简介

徐晓望，上海人，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津贴专家，福建省优秀人才。著有《福建通史》等著作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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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东南区域史论》

书籍目录

论科举制与中国东南的开发
论陈元光开漳对福建开发的巨大贡献
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
闽国田制考略
论对闽王审知的评价问题
论王审知开发东南的历史贡献
范祖禹《王延嗣传》及闽国史料的新发现
唐宋海坛岛的行政隶属
唐代书院、书堂考
论唐代福建儒学教育的发展与文化的兴盛
从庐山国学到白鹿洞书院
五代书院考略
宋代精舍、书院考
宋代福建的私塾与儒学的发展
儒学与宋代福建的地方官
论唐末五代福建佛教的发展
唐代福建佛教流派及其对外交流
马祖道一与唐代闽北的禅宗
宋代福建佛教的盛衰
论杨时“传道东南”的文化意义
论朱熹及其宋代闽北文化的背景
朱熹——一个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
论朱熹与中国古代清官性格的塑造
朱熹不贱工商
论南宋大儒王应麟的儒学成就
宋代闽北建宁府的科举事业
宋代福建各州进士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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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东南区域史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隋代，福建与台湾的关系大有发展。其时，从中原到闽中沿海多走水路，隋朝在征服闽中
过程中建立了一支海师，这支海师巡逻于台湾海峡，巡逻中有人发现了远方有一大片陆地，即是名为
流求的台湾。大业三年，隋朝的使者来到当地，双方来往数年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二月
乙巳，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其时，福建人口
稀少，掳掠来的台湾人口，应是补充福建地区。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
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可见，当时隋军
从台湾掳掠而来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至于隋朝究竟从台湾掳得多少人口，《隋书》各章的
记载不一，东夷传说是数千人，而上引隋炀帝纪谓17000多人，而《闽书》则说有五千多户，若取其折
中的数字，即有17000多人。隋代闽中仅设四县，朝廷所掌握的户数不过12420户，因此，从台湾引
来17000余人，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唐朝建立的618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福建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在隋末割据中，占据江南的李子通将其统治范围伸展到闽中，李子通降于唐朝后，唐
军于武德四年进入闽中。唐朝对南方的统治吸取了隋朝失败的教训。隋朝刚统一南方的时候，马上将
在北方中原地区实行的统治方法移植到南方，但南方的社会整合程度一向比不上北方，民众习惯了散
慢随意的生活。朝廷一下子在南方贯彻北方式的严厉管制政策，南方民众无法适应，从而起来造反。
唐朝建立后，改变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彻底放弃隋朝从民众刮取钱财的指导思
想。即使不得已要增加赋税，唐朝也注意到区域的差异。对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区域，唐朝的赋税一向
较少，纵然有加税，也很少在南方区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土贡不过是生姜、鲨鱼皮之类的东
西，都是福建的土特产。唐朝赋税的压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区所承担的。因为唐朝的轻税政策，使福
建山峒的许多民众都感到：倘若从自由的状态进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对本地的开发利大于弊，于是，
一个又一个山峒的豪强，率领其民众，主动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古田、尤溪诸县，就是这样建立
起来的。这种变化，显然大大巩固了朝廷对南方的统治。这也是唐代福建较少动乱的原因。

Page 5



《唐宋东南区域史论》

编辑推荐

《唐宋东南区域史论》主要内容包括：论科举制与中国东南的开发；论陈元光开漳对福建开发的巨大
贡献；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闽国田制考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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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东南区域史论》

精彩短评

1、论文集，大多数文章期刊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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