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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者，他毕
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
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为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文集八
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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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
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
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
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
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
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
 《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
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
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
《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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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方仲（1908－1970），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
基者之一。
　　梁方仲于192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继而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于1930年毕业获经济学
士学位，并考取该大学研究生，1933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
是年5月20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
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
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1936年5月，他在《集刊》第4卷第1期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受到我国与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
和赞扬。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研究所长陶孟和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
术考察研究。
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
究。
1939年他到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
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倍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
”“在此前后，他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为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联系，体现了一个爱国
知识分子为党的企望。
”这期间，研究所几度迁徙，他仍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访问，发表了《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
易与银的输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条鞭法之经过》、《明代的户帖》等论文。
　　1943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10
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
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
1946年9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
1947年4月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
　　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因所长陶孟和患病，被任命为中央研究所社会科学研
究所代所长。
1949年2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
3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系
教授兼任系主任。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
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
和西洋经济史课程。
“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
他说“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作’”。
“后来经过实践才体会到，这些教诲是梁方仲先生半生从事研究工作所获宝贵经验的结晶”。
“他研究的课题，表面看来，都不大。
但是，通过先生广泛搜集史料，细致地研究，科学地剖析，却能概括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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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经济史，他那严谨务实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
，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0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按当时国家规定一位
教授不能同时指导5名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位研究生导师。
他指导研究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注重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善于吸取国外教
育中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逐步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
即：“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加强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通过开展各种教学和学术活动进行专
业基本技能的训练”；“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与求实的精神”。
　　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
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
平的研究。
何柄棣教授称他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
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
的经典之作。
”　　1955年3月，学校成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时，梁方仲教授被许崇清校长聘为编委之一
。
1957年度起，他陆续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连任校第二
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及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
来自全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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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经济史演讲笔记引论  第一编  中国原始社会经济      第一章  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第一
节  中国猿人时期——旧石器时代初期（约在50万年以前）      第二节  河套人时期（河套文化Ordos
Indenty）      第三节  山顶洞人时期      第四节  仰韶文化时期（或彩陶文化期）      第五节  龙山文化时期
（或黑陶文化期）  第二编  商代奴隶社会经济    第一章  殷代产业状况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主流）   
  第二节  牧畜业      第三节  狩猎（渔猎）业      第四节  手工业      第五节  贸易与货币    第二章  殷代之生
产诸关系      第一节  社会阶级      第二节  奴隶的用途  第三编  初期封建社会经济    第一章  西周      第一
节  西周的生产方式    第二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土地私有制      第二节  铁之应用对初期封建制的影响  
   第三节  水之利用      第四节  工商业之进步      第五节  城邑的勃兴与人口的增加  第四编  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的封建社会经济    第一章  秦帝国统一的完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秦统一“天下”的原因  
   第二节  秦统一中国后的统治措施（仅以直接或间接与经济有关的为限）    第二章  两汉帝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      第一节  两汉农业生产之发展      第二节  两汉的手工业      第三节  两汉的商业      第四节  两汉
税制    第三章  三国鼎立之经济状况      第一节  魏蜀吴之田地及农业      第二节  三国的工商业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经济      第一节  人口流徙与南方的开发      第二节  土地制度与农民生活      第三节  所谓“中
古的自然经济”      第四节  寺观经济与社会生产的矛盾  第五编  隋唐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经
济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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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牧畜业　　从文字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
了家畜。
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据罗释“焉”字，“意右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吕氏
春秋·古来篇》“商人服象”。
又如从“服、御、田、猎”诸字，已可看出有用马用象用犬的痕迹。
“努”、“牧”字已有。
　　用作食物者，有羚耸、豚篆、镬（从隹，隹者禽）诸字可以证明。
但中国人不吃乳酪品（Cuel）。
　　用于牺牲的：其牲或日大牢[牛]、小牢[羊]，或豕、或犬，其中又日牡、牝、骋（音辛，庚韵，
牲赤色也，又马之赤黄色者），撇（后通植[音特]），牡牛也，又一牲日特，又兽三岁日特。
用牲的数目有至四五百者。
　　用牲的方法：交（燎）、狸（埋），把牲类埋在地下而表示敬意。
沉[于河]、卯（其当为荐于庙之牲）、因（俎，陈牲体于俎）——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下册
可参阅。
　　牺牲用牛、羊、犬、豕外，马与鸡似亦用之。
《左传》哀公九年：“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用鸡的痕迹，在彝字中可以看出，彝在古金文及卜辞，均作二手奉鸡的形式。
鸡在六畜中，应是最先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为鸡所专用。
也就是最初用牺牲是鸡的表现。
　　一次用到四五头的牲畜来作牺牲，不是牧畜盛时决难办到。
用三百头牛的记录后来的文献中曾见一例。
“秦德公用三百牢于廊畴，作伏祠”（《史记·秦本纪》及《汉书·郊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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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
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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