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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内容概要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内容简介：“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
基础讨论宋代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对于学术界过去讨论唐宋变革的“由来与发展”知之甚少，不免
对概念、问题、范式的理解和解释出现混乱状态，所以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以适当的梳理，以便
作为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平台；二是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
假说”，从其提出至今也已走过100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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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书籍目录

“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
2000年以来唐宋军政变革研究概述
“唐宋变革”论与政治制度史研究——以宋代为主
唐宋变革期学术史·经济篇
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
日本关于唐宋变革时期流通经济史的研究
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
唐宋法律变革问题研究述评
唐宋变革视阈中文学艺术的新走向
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史变迁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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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章节摘录

　　对于宋代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新兴主体阶层，侯外庐等人将其称为&ldquo;非品级性地主&rdquo;
、&ldquo;非身份性地主&rdquo;、&ldquo;庶族地主&rdquo;。白寿彝则将其称为&ldquo;势官地
主&rdquo;，以区别于此前魏晋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和此后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他说：&ldquo;势，
当时叫做形势户。官，当时叫做官户。势官地主也有政治身份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
的。&rdquo;而漆侠一向认为宋代&ldquo;庶族地主和中小地主的地位有所提高&rdquo;，他晚年在《宋
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概括道：宋代&ldquo;庶族地主和中下层地主。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
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
士大夫&rdquo;，&ldquo;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rdquo;。李华瑞在《两宋改革
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一文中也说：北宋&ldquo;一些非身份的庶族地主迅速崛起&rdquo;，&ldquo;中等
地主和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了极大多数&rdquo;，&ldquo;北宋时期的政治变革运动是由中下层地主
士大夫形成的改革力量发动的&rdquo;。　　庶族与士族是相对而言，既无士族，何来庶族？朱瑞熙
对&ldquo;宋代庶族地主&rdquo;的表述提出异议，他认为：&ldquo;因宋代已不存在门阀士族，所以不
称庶族地主，而称为官僚地主。&rdquo;指出：&ldquo;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已经成为宋代地主阶级的
主体。&rdquo;他在《唐宋之际地主阶级身份地位的演变》一文中，着重论述了&ldquo;由门阀士族到
官僚地主&rdquo;的演变。宋人称：&ldquo;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rdquo;出于充分正视这一历史
现实的考虑，王曾瑜将这一阶层称为&ldquo;以科举入仕为核心的新的官僚地主阶层&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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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涉及了大量的文献，除了一篇文章外都没有提供书目，那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位已经去世
的香港学者
2、學術史
3、发现虽说最近都在为了坑爹的史概课读书 但是还是收获了蛮多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东西- -！或许
这个课没那么坑吧...
4、大厚本，不过总结的都是宋史各个方向研究综述
5、主编李华瑞所作绪论把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和其他历史分期的比较讲得很清楚了
6、选的文章都还不错，可以作为入门书籍
7、多为学术史回顾，问题意识与反思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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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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