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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业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学术
上出精品，而且注重教学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结构。
　　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前后历时20年，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深化于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持，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因具
开创性而获得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学改革继续深化。
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并与历史学系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基地”的教学需求相配合，我系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
这套教材涵盖了历史学科各门主干课程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本科阶段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在
系内的多轮使用中，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同时，由于具有编审谨严、结构合理、分量得当、适应面广的优势与特色，这套教材在各高校历史学
科受到普遍欢迎。
　　时至今日，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历史学系又在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根据自己的学科优
势与特色设计发展之路。
按照学校的部署，组建了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
，首先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编写出版的历史学基础课教材进行修订，力求通过高水平教材的修订与使
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这次修订，仍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结合学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加入新的
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以顺应当今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为2l世纪的大学历史教
育提供一套较为新颖、完善且适用面广的基础课教材。
考虑到这套教材已具备的特色与优势，所以总体框架上不拟做过多更动。
具体而言，原有章、节、目结构大体不变，全书正文前加图片若干，正文中根据内容需要附插图、地
图，每章之后附有若干思想题，全书后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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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瓦尔那制度“瓦尔那”原意为“颜色”、“品质”，是在印度发展起来的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
这一制度产生于雅利安人侵入次大陆之初。
不过，当时只有“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两个等级。
在早期吠陀时代晚期，随着雅利安人社会的分化，在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了3个不同的等级划分。
即婆罗门、罗阁尼亚和吠舍。
原来的达萨成为首陀罗，从而萌芽为4个瓦尔那。
到晚期吠陀时代，原来的罗阁尼亚转化成为刹帝利。
这样就形成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武士阶级）、吠舍（一般平民大众），以及这3个等级以
外的、社会地位最低的、被征服的土著居民首陀罗4个等级。
各个等级除了其不同的地位以外，还有其严格的职业范围。
婆罗门种姓属于第一等级。
他们的职业是充任祭司，研究并传授婆罗门教经典（包括研究和解释法律），为自己和别人进行祭祀
。
他们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不承担国家的任何赋税和徭役，但允许让其手下从事农业和手工业。
婆罗门的人身不可侵犯。
他们不仅掌握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大权而且其中一些人还直接参与政权，充当国王的顾问。
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接受布施和赠礼。
　　刹帝利属于第二种姓，他们的本职是“进行统治，惩罚罪犯，并且从事战争”。
王公贵族及官吏皆属于这一种姓。
他们可以研究婆罗门教经典、祭神、进行施舍，但不能像婆罗门那样传授经典，为人祭神。
他们不从事任何劳动，但从征收赋税和“战争虏获品”中得到大量的产业和财富，并掌握国家的军事
、行政大权。
　　吠舍种姓属于第三等级。
他们的职业是从事“农业、畜牧业和商业”。
他们可以学习婆罗门教经典、祭神、进行施舍，但是他们和刹帝利一样没有婆罗门所享有的宗教特权
，又不可能享有刹帝利那样的军事和行政权力。
他们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赋税交给国王。
他们是没有任何特权的普通公民。
首陀罗种姓属于第四等级。
他们的职业是为以上3个种姓服务，“从事手工业与作奴仆”。
他们一般不参加婆罗门教的宗教活动，也没有任何权利。
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雇工，但也有奴隶。
此外，还有那些不在这4个“种姓”之列的仆役，则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旃陀罗）。
4个种姓中的前3个种姓都为雅利安族，因此，皆可以举行再生仪式，死后可以转世为人，所以称为“
再生族”。
第四种姓首陀罗不能举行再生仪式，死后也不能转世为人，所以称为“一生族”。
他们只许从事被认为卑贱的职业和杂役，并且明文规定，为前3个种姓服务是他们的天职。
①　　各种姓间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通婚，不得一起饮食。
首陀罗与前3个种姓之间的界限尤其严格。
这显然是因为首陀罗是被征服的异族，它同前3个种姓之间有种族差别的缘故。
至于前3个种姓，其成因与首陀罗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们是雅利安氏族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
　　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编造神话来说明“种姓制度”的“合理性”，妄图通过一种
神的意旨来把4个瓦尔那的现实地位固定下来。
《梨俱吠陀》在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当诸神分割一个原始巨人普鲁沙时，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
成4个不同的瓦尔那，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罗阁尼亚，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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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生出首陀罗。
在婚姻上，各种姓的人原则上只应在本种姓内进行婚配。
不过，法规对高等种姓男子娶低等种姓的女子比较宽容，娶比自己低一等种姓的女子，所生子女还可
以保持父亲的种姓；如果低等种姓的男子要娶高等种姓的女子，那就是大逆不道。
　　种姓制度界限森严，异常牢固，自形成后，沿袭了许多世代，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
了社会的进步，直至今日仍对南亚的社会生活有极大的消极影响。
　　婆罗门教在晚期吠陀时代，作为统治阶级压迫工具的除了国家和等级制度外，还有婆罗门教。
　　雅利安人，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它的原始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
晚期吠陀时代，婆罗门教形成，它不但保留和利用了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而且还给诸神赋予了新的
内容。
天神梵伦那变成了司法之神，雷电神因陀罗也就变成了国王和贵族的保护神。
同时，又创造了大神婆罗摩，即大梵天。
认为大梵天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世界万物不仅皆为梵天所创，而且只有梵天是实，其他一切
皆为虚幻。
婆罗门教把原始的万物有灵和灵魂转移的观念加以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业力轮回”的理
论。
按照这种理论，人一造业（即行动的后果）必有果报，有了果报就要产生轮回。
这样，在现世中为“善”者则得“善”报，为“恶”者则有“恶”报。
婆罗门教的最高理想是达到“梵我一致”。
婆罗门竭力宣扬“四种姓说”，并且为四种姓的人们规定了各自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法”（达
磨），各个等级只有按照这种“法”行动才能得到所谓的“善”报。
此外，婆罗级制度的瓦尔那制度（汉译种姓制度）萌芽了。
①国家的出现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晚期吠陀时代国家的形成早在梨俱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部落已从印度河上游向　　东迁徙
到恒河地区上游，至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逐渐移入整个恒河流域。
雅利安人势力的不断扩展，以及雅利安人与印度土著居民的频繁接触和新的结合，促进了次大陆生产
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晚期吠陀时代，南亚次大陆已经比较广泛地使用了铁器。
②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南亚次大陆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原先无人居住的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区皆被
大量开垦。
农业在经济中已居主要地位。
耕地使用重犁，往往用好几头牛牵引。
播种也按不同的季节分期进行。
农作物除麦、豆类外，又增添了水稻和棉花等品种。
手工业已较以前有了发展，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工匠，如铁工、木工、织工、金工、陶工
、石工等。
据希腊史料记载，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8年占领印度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后，每年向其居民勒索
赋税360塔兰特（1塔兰特等于26千克）金沙。
若没有相当规模的开矿和冶炼工程，就很难想象能交出如此多的黄金。
　　经济的发展使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间以及雅利安人内各部落间争夺财富和土地的战争更加频繁，
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奴隶的人数逐渐增多。
当时除战俘奴隶外，已开始有了债务奴隶，因赌博而出卖为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达萨”的概念也完全从“敌人”变成了“奴隶”。
同时，瓦尔那制度也开始形成。
随着这一切变化，原先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了镇压和压迫民众的暴力机器。
过去民主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罗阁，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世袭君主。
萨巴和萨米提虽仍存在，但作用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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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雅利安各个部落发展的不平衡，他们向国家过渡的时间也不一致。
如恒河上游的居楼和般陀罗在公元前9-前8世纪就已过渡到了国家，但大多数是在公元前7世纪以后完
成这种过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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