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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期研究》

内容概要

这本《唐宋变革期研究》虽然只有区区20多万字，却足足写了20多年，这是因为本书采取了专题研究
的方式。全书四编十四章，每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题，最早的完成于1981年(《北宋官田私田化政
策的若干问题》)，最迟的完成于2004年(《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首次启动》)。但都围绕着一个
中心论题，那就是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若从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①算起，日
本学者关注这个课题已近一个世纪了。尽管自明代史家陈邦瞻以来，我国亦代有学者论及唐宋之际的
社会变革②，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相关成果的传入，极大地
推动了唐宋变革期的研究。
1980年笔者在赵俪生先生指导下撰写硕士论文《唐宋之际的经济演进与社会变迁》，一口气写了20多
万字，也是想揭示唐宋之际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种种变化。虽然那时还无缘参照日本学
者的成果，但已隐约感到中唐以降社会变化速度明显加快，其间的种种含义至北宋中叶方趋明朗化。
谁知论文初稿交上去后，却挨了一顿“板子”。先生嫌我摊子铺得太大，漏洞必然过多，让我选择其
中一章细细打磨后再提交答辩。结果我将第三章“宋代租佃经济”抽出来，经补充材料、深化认识后
写成7万字的毕业论文，那已是1981年的仲夏季节了。答辩从下午二点搞到七点多，田昌五(时任答辩
委员会主任)、谢天佑、王家范、刘光华等先生提了70多个问题，此时方知导师之指导是多么英明。
这20多年来，答辩委员会的严格要求始终犹如警钟在耳边回响，赵先生要求把工作做深做细之嘱咐更
是鞭策着我沉潜向学。顺便说一句，尽管我的毕业论文漏洞多多，答辩中陈述的种种认识亦不尽如人
意，但田、谢、王、刘诸位先生仍旧全票通过我的毕业论文并授予硕士学位，展现出学界前辈既严格
要求又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在做人和做学问这两方面均给我留下了终身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象。当然
，更要感谢赵俪生先生，为我组织了这样高规格的答辩委员会，使我早在1981年就得以亲耳聆听史界
前辈的教诲和指导。

Page 2



《唐宋变革期研究》

书籍目录

目 录
自序⋯⋯⋯⋯⋯⋯⋯⋯⋯⋯⋯⋯⋯⋯⋯⋯⋯⋯⋯⋯⋯⋯⋯⋯(1)
导论：唐宋变革期略说⋯⋯⋯⋯⋯⋯⋯⋯⋯⋯⋯⋯⋯⋯⋯⋯(1)
第一编 中古田制时代的终结和国家土地政策的转轨⋯⋯⋯(9)
第一章 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11)
第二章 试论“不抑兼并”⋯⋯⋯⋯⋯⋯⋯⋯⋯⋯⋯⋯⋯(30)
第三章 关于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55)
第四章 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80)
第二编 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和北宋租佃经济的确立⋯(107)
第五章 中国封建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前提⋯⋯⋯⋯(109)
第六章 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128)
第七章 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159)
第三编 从中唐两税法到宋代摊丁入亩：赋役结构从双轨制
向单轨制的演进⋯⋯⋯⋯⋯⋯⋯⋯⋯⋯⋯⋯⋯⋯⋯⋯(177)
第八章 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179)
第九章 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补证⋯⋯⋯⋯⋯⋯⋯⋯⋯⋯⋯(206)
第十章 西夏水利役中“计田出丁”法的实施概况
及其相关问题⋯⋯⋯⋯⋯⋯⋯⋯⋯⋯⋯⋯⋯⋯⋯⋯⋯(219)
第四编 唐宋社会转型的诸般表现⋯⋯⋯⋯⋯⋯⋯⋯⋯⋯⋯(241)
第十一章 宋代户帖考释⋯⋯⋯⋯⋯⋯⋯⋯⋯⋯⋯⋯⋯⋯(243)
第十二章 宋代官田包佃研究⋯⋯⋯⋯⋯⋯⋯⋯⋯⋯⋯⋯(261)
第十三章 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
的产生⋯⋯⋯⋯⋯⋯⋯⋯⋯⋯⋯⋯⋯⋯⋯⋯⋯(307)
第十四章 宋代儒学的伦理学转向及其对传统社会
近代转型的历史影响⋯⋯⋯⋯⋯⋯⋯⋯⋯⋯⋯(353)
结语：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368)
附录：葛金芳论著目录⋯⋯⋯⋯⋯⋯⋯⋯⋯⋯⋯⋯⋯⋯⋯⋯(387)
后记⋯⋯⋯⋯⋯⋯⋯⋯⋯⋯⋯⋯⋯⋯⋯⋯⋯⋯⋯⋯⋯⋯⋯⋯(392)

Page 3



《唐宋变革期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