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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魏至盛唐的社会主义萌芽：兼论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全社会共同富裕”作为社
会主义社会的定义，探讨了北魏至盛唐约400年间社会主义萌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主流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是否具有统一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
。
另外，还探讨气候变化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等发展的影响。
北魏至中唐的社会主义萌芽，其最大的特点是中央政府主导，即我们称谓的皇权呵护。
这一时期的“均田制”的社会主义萌芽使我国传统“以人为本”的思想之花，再次结出了社会制度（
实践）之果，使得弹性“以人为本”理念有了刚性的制度和法律的保证。
当北魏立国初，还只是个落后的北方弹丸小国，由于社会主义萌芽的出现，不断强大并统一了我国北
方，造就了北魏的辉煌。
然而，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使其迅速衰落。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萌芽，成就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隋唐盛世。
隋王朝由于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由于所取得巨大成就而滋生的骄傲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
当社会主义萌芽在盛唐的唐玄宗改革时几乎彻底破坏时，唐王朝也迅速从其顶峰上跌落了下来。
从此“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和社会制度（实践）分离，从而中华文明走上了长期的下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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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 对隋文帝的高度评价自唐以来已形成广泛的
共识，人们对隋文帝印象应该说是励精图治和节约简朴，这确实反映了历史的事实。
然而，对隋炀帝的评价差别可能很大，对此本文将要专门讨论。
不管人们对隋炀帝持什么样的看法，本文认为隋炀帝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应是历史的事实。
这可以从隋炀帝在历史上留下的丰功伟绩获得佐证：杨广作为晋王时征服南陈、融合南北方、击破突
厥的攻势；在位仅14年的隋炀帝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威、修建大运河和洛阳及江都城、西巡张掖、重开
丝绸之路、开创科举、开发西域、东征高句丽等。
 可以这么说，隋朝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锐意进取的两代皇帝，顺应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社会和谐
的历史发展潮流，励精图治，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的结果
。
 二、社会主义萌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 从前文可知“均田制”是从北魏初期的“计口授田”发展而来
。
自北魏孝文帝时期冯太后推行“均田制”始，由于其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社会凝聚力及社会良性
发展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均田制”一直被北方各政权所采用。
对结束北方连绵不断的战乱重归统一和北方不断强大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以此为基础，隋文帝灭南陈统一了全中国。
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乱引起民众的被迫逃亡，以及门阀豪族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不断地兼并
土地，使得各政权推行的“均田制”不时地遭到破坏。
 1推行“均田制”、“保闾制度”和对富人征税 为此隋文帝和隋炀帝严格地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
均田制”。
除授予贵族官僚相对较多的土地外，农民一夫一妇规定授田140亩。
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
每丁也可得20亩，老幼所得少一些。
针对北齐以来“豪党兼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的情况，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以扩大租调收入
。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又下诏“天下均田”，继续推行均田制。
 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和保证“均田制”的推行，隋文帝又制定了“保闾制度”，畿内以五家为保
，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
畿外保上为里，设里正；里上为党，设党长。
由保长、闾正、族正、里正、党长等办理均田、征税与户籍。
 另外，隋炀帝还经常对富人征税，如大业六年（610年），“课天下富人，量其财产，出钱市武马填
元数，限令取足”；大业九年（ 613年）“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财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
。
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
 这样一来，通过推行“均田制”、“保闾制度”和对富人征税等实现了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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