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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
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
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
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
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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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编这套《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
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
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
潮和著作也涌人中国。
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
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
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
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
展，作者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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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重光，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佛教社会史、东南区域民族与族群历史文化、唐宋史、闽台文化等。
已出版学术专著19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1993年获得国务院有重大贡献的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
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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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佛教宗教宣传的深入，在家信徒对经、像的需求日增，写经、造像成为专门的职业，售卖经
、像的现象就发生了。
　　专事写经的机构称为经坊，其数很多。
武则天圣历中狄仁杰上疏说：“里陌动有经坊，阑阆亦立精舍”①。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断书经及铸佛像教》说：“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②。
这些都还只是世俗界写经、铸佛的情况。
寺院中设立经坊的情况，唐初长安光明寺经坊便是一例。
③按情理推测，最早经坊应是寺院创设的，后来才为俗界仿效而流行起来；寺院中经坊的数量应该更
多，因为世俗的经坊是受到官府限制的，而寺院立经坊被认为是合法的，无可非议的。
　　写经造像是打着弘扬佛教幌子的营利事业。
《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崇真寺”条记载了一个故事：比丘惠凝死而复苏，说：“⋯⋯阎罗王日：
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
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
既得财物，贪心即起。
⋯⋯”揭露了造作经像求利的实质。
故事还编造了假经像求利之人在地狱受苦的情节，意在做世戒贪，然而利之所在，这类做戒只是徒劳
。
僧俗之人售卖或变相售卖经像的现象从未断绝，反而日益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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