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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古代各种前合伙制关系概述合伙制从其最初的、最简单的意义上而言，它只是人们互相之
间的某种形式的合作，而人们之间的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人类所固有的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关系
，也有临时结成的各种协作、合作关系。所谓前合伙制或类合伙制关系是指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会转
化成正式合伙制的某种共同体的或临时结成的合作关系。大体说来，在中国古代，这种与合伙有关的
前合伙制或类合伙制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节　劳动合作关系在农村公社条件下，虽然生产资料
如土地、森林等仍是公有，但私有观念、私有制已经产生，公社内部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合作关系
，尤其是在一些仅用个体家庭单独不能完成的劳动项目之中。解放以前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尚处于原始
农村公社时期，生产力水平还较低，个体私有经济虽已形成，但力量还很薄弱，故原始的劳动互助协
作普遍存在，不仅在有重大的事情，如盖新房时要互相帮助，就是在日常的农业劳动中也实行互助协
作，一种是两个人之间的协作，一种是大规模的协作。两个人之问的协作常采取换工方式进行。在独
龙、傈僳、怒、景颇、佤、布朗等族及傣族、彝族的一部分中间均有这种习惯，一般是甲先帮乙几天
，乙再帮甲几天，彼此不计报酬，只需在劳动当天招待吃饭，这种换工协作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均可
采用。由于换工习俗的普遍存在，一些家庭各个主要劳动力常有一个外面请来的“伴”；另外一种是
一种大规模的协作，它们发生在合伙开荒或在公有土地上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如西盟佤族过去在公
有土地上合伙刀耕火种，全寨一起出动，先由巫师“魔巴”杀鸡看卦，然后两人配成一组，一人在前
用竹棒点穴，一人在后覆土盖种。这种风俗习惯直至20世纪50年代前还存在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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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材 参考
2、这是一本真真的学术书。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l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
、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
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l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
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l946年9月至l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
任系主任。l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l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O年代；河
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璧、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
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
，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河北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这本书就是有光荣传统的河北大
学组织编辑的。
3、从史学专业视角来看，此书所引史料相当浩繁；使用的方法、论述的视角，是以现代股份制企业
为坐标，来勾勒中国古代合伙制的发展，这种以表面现代，实则西方的社会规范来预论中国古代规范
的演进道路的模式，实在有些沉旧（对于六零后来讲，这是通病，考虑到他们的时代背景，这是可以
理解的）；一个不合适的框架，使优秀的推理无法实现，或者可以说，此书有史料，无结论（不过，
这是历史学著作的通病，一般情况下，只有少数史家，可以得出精辟的见解，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
此，无须过于挑剔）。
4、中国古代“合伙”概念界定不清，又如何“初探”？
5、學好民法很重要

Page 7



《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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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