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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作者者在融通古今中外丰富材料基础上立论，分析细致，论证确凿，显然是
一位严谨治学、长于思考的优秀学者。“封建社会”一词早有解释定论，人所熟知习用，随处可见。
作者却不跟随流俗，人云亦云，而是从另一种角度观察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重新考察
并质疑各期封建　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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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作者简介

何怀宏，1954年出生于江西。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
员。从1987年至今已出版专著《若有所思》、《生命的沉思》、《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良心论
》，另有译著《伦理学概论》、《道德箴言录》、《正义论》、《沉思录》等八部。此外，发表论文
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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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书籍目录

目录
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代序）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封建
一、周代的封建
二 后世有关“封建”与“郡县”的争论
第二章“封建社会”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二、中国各期“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依据
三、西方“封建社会”的概念
四 西方学者论“中国的封建社会’
第三章 春秋社会的等级
一、初步的划分
二、贵族等级与非贵族等级
三 小结
第四章 春秋社会的世族
一、世族的由来
二 春秋世族的一般情形
三、公族的世袭：以鲁国季孙氏为例
四、非公族的世袭：以晋国赵氏为例
五 世族的文化
第五章 世袭社会的解体
一、社会流动的结构性改变
二、世袭社会解体的诸原因
三、承前启后的孔子
四、解体之后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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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精彩短评

1、旧书，错字不少。一句话总结：春秋是贵族主导的等级社会，但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敌不过时间的
冲刷。
2、旧了
3、史论部分薄弱到不行，念在是搞哲学的，就不计较了。部分观点还是可以。比如“社会性的封建
”和“政治性封建”的区分：社会性封建是在人性中已经蛰伏着把获得的利益传给自己的子孙的倾向
，正像人类中产生差别是自然的一样，试图通过世袭使这些差别固定甚至扩大。柯南说的政客的儿子
也是政客，就是这个道理嘛。
4、感觉还不错
5、血统
6、优点是综括力和擅于概念的运用。
7、通过此书对”封建”一词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不过我想了解一些井田制的内容，里面解释得不
透彻。公田的所有人是谁？是庶人还是贵族？他对耕作公田的农民有多大的支配权力？这些农民是主
人的奴隶吗？
8、还行，“封建”之说，说得很好，只是略枯燥一些
9、有观点的好书
10、一些谜团变得至少不再那么神秘，很多事情都是渐渐发生的。只看到结果的人才会这么震惊。
11、“乡愁”的淡淡陈迹，贵族的名士风流。春秋霸业竟归于魏晋文才，孔圣礼法却联至优韵古风。
虽然说得夸张，但世袭集团的结构主义解释法委实惊人。开篇的理论探究虽尚显琐碎，下到中篇又显
得脱节，但不失得体的文学情怀倒是弄拙成巧，以致在社会结构的主体解释上也不输科法。鲁晋两典
既显精巧，又非摇头晃脑着力背书。读至结尾，才发现四面皆是微妙点出的理论疑难。
12、观点平淡无奇，论述空洞无物
13、季羡林对此书的评价包括，“封建社会”一词早有解释定论，人所熟知习用，随处可见，作者却
不跟随流俗，人云亦云，而是从另一种角度观察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重新考察并质疑
各期封建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14、像一篇毕业论文一样，处处引用，融汇但不贯通
15、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只给三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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