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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统一趋势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10-13世纪统一趋势研究的成果之一。主要包括：多元一体背景下政治制度的发展
和嬗变；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多样性文化并存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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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忠【个人情况综述】
1974年入吉林师大历史系学习，1977年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至今，其中，1983年
至1987年在职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7年晋升讲师，1992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现为
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辽宋夏金元史，为历史系本专科、函授生开设通史及选修课5门，为硕士研
究生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5门。已经发表的专业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参编国家、省及校内
教材5部（其中一部为副主编），参编工具书等著作20余部。
【学习工作简历】
1974年入吉林师大历史系学习
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其中，1983年至1987年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
1968年8月至1971年7月，吉林省和龙县崇善公社崇善大队知识青年
1971年8月至1974年10月，吉林省八家子林业局工人、干部
1974年10月至1977年7月，东北师大历史系学生
1977年7月至今，东北师大历史系教师
【社会学术兼职】
历史系党委委员
中国史系副主任
中国古代史党支部书记
中国契丹女真及辽金史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历史学会理事

Page 3



《中国历史统一趋势研究》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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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后唐、后晋、后汉对唐朝政治制度的继承  第二节  唐宋政治制度对周边民族、王朝的辐射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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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的跌宕起伏  第一节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农业生产低水平徘徊和南方开发的初步成就  第二节  北
宋时期全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升和南方的迅速发展  第三节  南宋时期南方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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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更高水平的民族融合第十三章  新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融合及其特点  第一节  五代和辽朝的民族
迁徙  第二节  宋朝、金朝的民族迁徙  第三节  元朝的民族迁徙第十四章  儒家“华夷之辨”观念面临的
新挑战  第一节  两宋儒家学者在民族问题上的巨大局限性  第二节  南北王朝统治者关于民族关系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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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马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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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翻开中国历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统一”，历史上虽然出现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样的
大分裂时代，但相比于统一的时间，它们维持的时间相对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分裂时代，
其中每个部分的向心性依然存在，大家有共同的身份认定，都以统一天下为根本目标。正所谓“分久
必合”，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从地理上很难解释这种统一的偏好，因为并非无险可守，也很难
从民族习惯上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上古中原也非一体，存在着东部集团与西部集团的对立。从文化解
释上，儒家学说确实有尚同的一面，但儒家对庶民的影响有限，且它在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冲击，而另
一重要的文化传统道家则明确主张“小国寡民”，为何却没能被接受呢？马克思曾有著名的论断，即
封建国家近似口袋里的土豆，表面上看一体，实际相互分离。考诸中国历史，此说有准确的一面，清
末传教士来到中国，惊讶于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各地差别之大，简直不能看做是一个国家，但奇怪的
是，这袋土豆自始至终愿意呆在袋子里，每次倒出来，不就又会被收回去。本书就这一独特现象进行
了深入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进行了深刻解读，颇见功力。
2、翻开中国历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统一”，历史上虽然出现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样的
大分裂时代，但相比于统一的时间，它们维持的时间相对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分裂时代，
其中每个部分的向心性依然存在，大家有共同的身份认定，都以统一天下为根本目标。正所谓“分久
必合”，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从地理上很难解释这种统一的偏好，因为并非无险可守，也很难
从民族习惯上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上古中原也非一体，存在着东部集团与西部集团的对立。从文化解
释上，儒家学说确实有尚同的一面，但儒家对庶民的影响有限，且它在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冲击，而另
一重要的文化传统道家则明确主张“小国寡民”，为何却没能被接受呢？马克思曾有著名的论断，即
封建国家近似口袋里的土豆，表面上看一体，实际相互分离。考诸中国历史，此说有准确的一面，清
末传教士来到中国，惊讶于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各地差别之大，简直不能看做是一个国家，但奇怪的
是，这袋土豆自始至终愿意呆在袋子里，每次倒出来，不就又会被收回去。本书就这一独特现象进行
了深入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进行了深刻解读，颇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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