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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龚书铎同志是我相交近五十年的挚友，彼此无话不谈。
多少年来，深知书铎同志治学严谨，勤于思考，从不随波逐流。
他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在仔细研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注重研究的原创
性，注重对复杂问题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这是很令人钦佩的。
　　大家都知道，书铎同志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晚清和民初的思想文化史方面。
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代，正从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
在这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经历过怎样的旅程，无疑是有着极重要意义的课题。
　　但要研究这个课题十分不易。
它面对的难题很多，至少可说有这样几点：第一，思想文化的嬗变从来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又对当时
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
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
如果不能从这种宏大的视野出发去观察它，便不可能对它作出科学的深入的分析和说明。
第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既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又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强烈
冲击和深刻影响，而在接受这种影响时总显示出中国自己的特点，两者既相互碰撞，又会通融合。
如果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都难以担负起研究的任务。
第三，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实在太快，许多思想文化现象表现出很大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往往显得
粗糙和肤浅，甚至自相矛盾，有些人物某一阶段的思想会像夏日的闪电那样，倏忽一现，还没有来得
及定型便已成为过去。
如果没有敏锐的眼光和识力，往往会在这种复杂现象面前感到困惑，难以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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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尼堪（指明朝）行事的各种法规律例，全都写在文书呈送上来。
抛弃不适当的地方，报告适当的地方。
不要以异国人不知而谎报①。
这道命令初步体现了他“因袭明制”的思想意图。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努尔哈赤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体现吸收汉
文化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如在经济方面，努尔哈赤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命令，注意采
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下令禁止牲畜入田，保护农田作物②，他还命令开采金银矿，“在耕田时期
不要挖掘，恐怕耽误耕田”③。
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令。
“计丁授田”令尽管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农奴制色彩，但对于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女真族社
会而言，这一政令则确立了后金政权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反映了农业在后金政权经济部门中地位的提
高，有助于女真族内部封建性因素的增长。
努尔哈赤在政治建设方面同样多有建树，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在改造旧牛录制基础上创立了适合于征战
，具有军政合一特点的八旗制度，使女真族社会走上了严密组织化的道路。
八旗制度固然是女真族人民的创造杰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在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努尔哈
赤注意从明朝体制中吸收于己有用的内容，把吸收汉文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仿照明制设立都堂
，制定官员服饰、官场仪仗和相见之礼等，丰富了它的内容。
除此以外，后金政权对一部分被俘的汉族文武官员委以官职，开启了清朝任用汉员的先例。
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投降，成为“归附最先”④的明
朝降将。
继李永芳之后，陆续有一些明朝官吏、武将、生员战败被俘，起用了其中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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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龚书铎教授的学生们为庆贺先生八十寿辰而编辑出版的论文集。
2009年，先生八秩初度。
先生向不喜做寿之类的活动，先生的学生们不便违背师意，因此公议在年前召开一个学术座谈会，探
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藉以向先生表达贺寿之意。
2008年11月，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龚门弟子，齐集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
召开“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座谈会。
先生亦莅会，向众弟子提出殷切期望。
会后，按原定计划，由在京的部分弟子组成编委会，具体负责会议文集的编辑工作。
经过编委会的努力和各地同门的积极配合，今天，文集终于付梓问世。
我们想借此机会，再次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在本书问世之际，要特别感谢关心本书的编辑出版并为本书作序的金冲及、李文海先生，感谢为本书
出版付出辛劳的中华书局工作人员，也要感谢在本书的编辑工作中付出劳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生王学斌、吴岩、连振斌、张振明、李晓涛、姜文、姜淑红、岳亮、李锐等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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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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