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32548378

10位ISBN编号：7532548376

出版时间：2008-01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川胜义雄

页数：313

字数：285000

译者：徐谷梵,李济沧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内容概要

自古被视为衰乱之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其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历史位置,在近代西方历史研究理论
的影响下,从上个世纪早期开始,便倍受学者们的瞩目。
在针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几乎集中了近100年来最为优秀的史学名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前苏联的历史学者马良文氏曾撰文回顾世界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认为中国学者陈寅恪
、唐长孺、周一良、何兹全与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谷川道雄、川胜义雄、越智重明等人的研究工作为
勾勒该时代的面貌作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近30年前的这一评述，仍然可以说至为客观、公允。
当我们重读上述诸家的著作，或许感觉在材料的精细选用上不如现今利用电子检索那样完备,但无论理
论体系的建立还是问题提出的视角与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新颖独特,大气磅礴,行文也是布局严密,层层推
进,犹如长江巨浪沛然不竭，读后令人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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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贵族政治的成立：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属于所谓中世时期
。
贵族政治这一现象，可以说尽现这一时期的特征。
大致说来，这种政治的性质在于“政治为贵族全体所专有”，“君主只不过处在贵族代表者的位置之
上”，“政治乃君主与贵族之共议体”等等。
①也就是说，这些贵族的存在形式，并非如日本平安时期（794一1191）藤原氏一家贵族占据压倒性优
势，而是大多数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垄断着政治。
再进一步讲，它也不同于欧洲或日本的中世，并非由众多的封建领主组成一种政治形体。
中国中世的贵族，充其量只是地方的名望家。
那么，中国中世贵族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从整体上参预政治的呢?这些贵族，由许多名门汇集而成
。
但在参预政治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获得令君主成为傀儡式存在的政治力量的呢?至此，我们似乎可
以作这样一个设想，即贵族并不仅仅是一种集和，在整体上它应获得了某种形式上的统一。
那么这种统一，这种团结的纽带，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章的意图，便是将上述问题放在中世初期，亦
即魏晋贵族的成立过程中来探讨。
同时，也希望这一研究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中世贵族政治的本质。
　　可是，首先必须弄清的是这里所称的贵族到底具有何种内涵？
所谓贵族，一般而言是地方的名望家，也即是地方的豪族。
汉代以来，豪族概指由宗家、宗族及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它以宗家作为核心，四周聚集了众
多的宗族以及隶属于此的宾客、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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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有一位良友，他便是京都大学的同窗川胜义雄）1922－1984）。
大学毕业后，川胜致力于魏晋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主要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岩波书店，1982年）在国内外受到极高的评价。
　　川胜义雄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六朝社会进行了探完。
如何考虑六朝社会与封建制的关系，是川胜始终蒙绕于心的问题。
川胜在对后汉及魏晋南朝的历史进行精细的分析之后，认为这一时代的特征，是有别于皇帝政治的另
外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人际结合关系。
欧洲中世的封建政治是封建领主制的地方分权政治，而中国的中世，却是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官僚
政治。
当时中国豪族阶级的势力，具有向领主制倾斜的性质，他称之为豪族的领主化倾向。
但中国社会以舆论，也就是以后在九品中正制中起重要作用的“乡论”为基本手段，阻止了领　　主
化倾向，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欧洲的中世社会－贵族制社会。
　　——[日]谷川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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