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徽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安徽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9636559

10位ISBN编号：7539636556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安徽文艺

作者：沈葵|主编:陆勤毅

页数：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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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历史>>

前言

安徽历史是中国悠久、浩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段如明朝甚至起着主导的作用。
    安徽位于中国中部，沿江近海，这一自然地理位置，自有人类居住以来，无有改变。
但是，从5000年来安徽地区的皖北、江淮和皖南三大地理区域文明成长与变迁上看，安徽的“位移”
又是巨大的。
先秦至宋代以前，皖北地区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和带动，率先“崛起”，成为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典范
；宋以降直至近代，皖南地区人文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独领风骚，甚至扮演着中国农业文明的“领
头羊”角色：近代以来的百余年，横跨长江两岸的皖江地区艰难曲折地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转型，成为
安徽近代化的先行者，至当代，皖江地区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安徽加速进入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
三角地区。
纵观5000年来安徽人文经济社会的时空变化，一言以蔽之：从石器文明中脱颖而出的农业文明成长、
成熟到发达并逐渐被后来居上的工业文明取代。
这就是安徽历史的基本“路线图”。
    文明在词意上属意象性词汇，是与野蛮、蒙昧相对应的。
从历史学上解读，文明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的文化。
当然，这里的“较高阶段”、“较高文化”是相对之前的“阶段”、“文化”而言。
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立场观察解释，人类社会文明又可分为石器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由此
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粗略地勾勒出来。
安徽历史亦当如此，绝非除外，也是从蒙昧中挣脱，走向文明，并一步步提升文明的程度，发展到今
天的样子。
    真、善、美是人文社会学者追求的目标，历史学者也是如此，但真、善、美历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
永恒的标准，她会因时、因地、因个人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历史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除了刻意歪曲、篡改历史事实外，这一观点值得认真思考，因为每位历史学者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经
历，对历史也各有不同的解读、看法，对史实、史料的把握也有多寡之分，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
制衡学者对历史的解读和分析。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者都处在他所在的时代，对历史的理解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时代、环境无形的
影响和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安徽历史》是安徽省文化宣传基金项目《安徽文化精要》丛书之一。
《安徽历史》力图以通俗、朴实、宏观解析的方法，向读者介绍、宣传安徽历史，若能达此目的，实
乃作者之荣幸。
    《安徽历史》由沈葵（一、二部分）、祝凤鸣（六、七部分）、段金萍（三、四、五部分）编写，
沈葵作最终修改并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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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葵主编的《安徽历史》记述了上至尧、舜、禹时期，下至当代的安徽数千年的政治、经象、文
化、社会、军事等方面发展变迁史。
《安徽历史》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撷取安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主要人物
、辉煌成就和灿烂文化，连点成线，系统两完整地勾勒出安徽历史的演化脉络，是一本概述安徽历史
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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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代皖南地区的人口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由官府组织或护送的人口大规模迁徙的
情况比较少见，但在民间，人口南迁现象仍然存在。
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的原因主要出于迁徙人自身。
如，某北方官员调任南方某地任职，其家庭甚至亲朋也一并迁往。
这一时期的江淮地区不是北人南迁的主要目的地，因为此时的江淮地区人口已经趋于密集，皖南山区
则因为可耕地较少，容纳不了过多的人口，也非北人南迁的首选地。
江浙地区凭借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成为人们迁徙的主要目的地。
安徽地区只是北人南迁的过渡地带，即，迁徙的人们经历江淮及过江皖南后，再向东南赴苏南、浙北
等地。
    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陡成政治常态，及至战乱分裂，社会秩序大乱，人无长居，流离失所。
皖南地区再次成为人口避乱躲灾的可选之地，许多朝廷命官、将军，甚至皇亲国戚，隐姓埋名，长居
于此。
据绩溪上庄胡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即为李唐皇室避乱南迁至上庄后改李为胡，繁衍生存下来。
近代文人胡适为其杰出代表。
一批批北方农民百姓也迁徙至皖南沿江地区，从事农耕生产劳动。
皖南地区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
据宋代史书记载，是时，安徽地区15个州、县中，位居皖南的宣州、池州和歙州自耕农为主的主户数
都在10万以上，其中宣州高达12万余户，而位居淮北的颍州、亳州和宿州等自耕农为主的主户数均在4
万至8万之间，远远少于皖南诸州-。
联想到当年先秦至唐时期的淮北及淮河流域地区农业兴盛、人口众多，而皖南地区刀耕火种、人烟稀
少的史实，不禁感慨，沧海桑田，人口地域分布之变幻莫测，地覆天翻了。
    宋元时期韵徽州人口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人口大规模迁徙告一段落。
经济繁荣、政权相对稳定的宋朝和统一的元朝，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少有改动。
只是在北宋与南宋的更迭时期，宋金、宋元战争又引发出多次人口迁徙潮，多为避乱的难民。
由于这个时期的安徽地区再一次处在双方冲突交战区域，所以，人口迁徙或避难目的地并非于此，特
别是江淮地区，人口反而相对减少。
这一时期的安徽地区仍然“扮演着”人口迁徙的过渡带角色。
直至南宋末年元朝初年，安徽地区人口相对固定下来，其中，皖南地区人口增加迅速，是为当时安徽
地区人口增加最多的地区。
据史书统计，北宋元丰初年（1078年），徽州6县有主户10万余户，近百年后的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
）达到12万余户，净增2万余户。
若考虑到期间在徽州发生的方腊起义而导致人口剧减的情况，人口增加的数量显然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
至元代，徽州人口已经增加到82万左右6昔日的“荒蛮之地”已经不复存在，农业文明的兴盛期到来了
。
    关于人口迁徙的小结    综上所言，秦至元朝的1500多年，中国人口由北向南迁徙的结果是使南方人
口数量迅速增加，而在安徽地区，则是江淮及皖南地区的人口得以增长，改变着原有的人口地域分布
，引发经济地理分布发生变化。
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后，淮河流域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人们背井离乡
，迁徙四方，农业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与皖南及沿江地区人口增长、经济提升形成明显反差。
又经历明清两朝，直至近代，安徽淮河流域地区原本光彩照人的农业文明未能持续下去，反而被后来
居上的江淮和皖南地区超越。
所以，就安徽地区而言，人口南移的结果是经济文化重心从原先的淮河流域及淮北地区转移到淮河以
南的江淮及皖南地区。
放大至全国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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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断的人口迁徙，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经济文化很快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苏湖熟，天下足”是这种转变的最简洁的表达。
    宏观层面的社会整合    所谓社会整合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人口变动与分布、阶级和阶层
、组织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人际关系等等。
由秦至元的1500多年，以武力达至的朝代更迭、分裂割据实际上也是社会整合的一种表达路径，但过
于血腥，付出代价太大。
从西汉、唐、宋几个统一王朝历史看，社会整合的路径则相对平稳、顺畅。
总之，无论通过哪种路径，在这1500多年间，社会整合都在不断地演进，中国封建社会由此成长、成
熟起来。
    1500多年间，作为国家一个部分的安徽地区社会整合主要来自于外力影响。
中央王朝的更替、割据分裂势力的消长等，都对安徽地区社会整合产生着重大作用。
如，汉初高祖废除秦朝郡县制，分封诸王，等于把社会组织结构又恢复到了先秦时期；杨行密建吴国
，占山为王，却善起用非血缘之平民为将吏，也打乱了原先的阶级阶层界限。
类似的社会整合从个案上看，作用不大，但经1500多年的累积，其变迁效果，不可熟视。
    阶段与阶层的变化    秦汉时期，安徽淮河流域地区的农民以自耕农为主。
这些自耕农即是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看，还不够准确。
因为这个时期的农民在政治、经济诸方面还多少要依附于贵族、豪强。
其农民阶级的身份也并非终生不变，一有风吹草动，也可“登高一呼”，占山为王，成为统治阶级。
与之相对的地主阶级在这一时期也并不“纯粹”，大多是侯王或贵族出身，还有不少既参与政权又控
制土地的豪强，用今天的话说，豪强既从政又占地。
到1000多年后的宋元时期，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战争和改朝换代，原先的所谓侯王贵族早已被消灭，豪
强也多沦为“流民”，大多数地主不再与中央王朝或割据势力有直接的政治联系，成为纯粹的土地拥
有者和所居乡村的代言人，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得以确定。
而农民阶级中有部分自耕农因多种原因出卖或失去自己的土地，沦为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在经济上
比自耕农更为贫穷。
至宋代，农民阶级受控于贵族、豪强的情况不复存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社
会组织架构已经固定下来了。
    人际关系与社会精英    1500多年间，安徽地区人际关系上的最大变化在于血缘、家族和地域关系的
逐步淡化。
东汉至五代，淮河流域地区一批批世族高门迁徙皖南、江南后，逐渐分化、分散，血缘趋远、地域趋
广，声名消失。
例如，龙亢（今怀远）桓氏，在东汉是世家大族，后因战乱迁徙江南，至东晋时仍有权势，曾一度把
持政权，又数百年后，无觅踪影，血缘家族再难聚拢了。
再看人口迁徙的方式，汉至晋时，多为一个家族宗族集体性迁徙，三国周瑜、鲁肃即是如此，他们都
是带数百族人一并南迁。
至五代十国时，人口迁徙呈现“个体化”，即一个家庭或几个乡邻家庭相约迁徙。
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人们的地域关系被淡化、削弱。
从社会整合趋向上解释，是社会走向成熟的体现。
    所谓社会精英，主要是指那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譬如知识传授者、乡村社会维护者、在朝清官
、退休回乡的官员等等。
1500多年问，安徽地区的社会精英经历着一个在阶层方面由上向下延伸、在人数方面由少向多增长的
过程。
两汉至隋唐，社会精英多为“谋士”、“士族”，只为侯王贵族服务，知识被极少数人垄断。
隋唐设科举后，一方面开通了各阶层上升通道，这在秦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使得教育兴起
，知识开始向下延伸。
至宋代，安徽地区设有数十所书院，传授知识，培养精英。
特别是在皖南地区，一些地主、退闲官员、读书人，、族长等成为乡村社会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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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乡绅”即是社会最基层的精英，同时也是自秦汉以来社会精英发展变革的结果。
    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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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是安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安徽地域文化的大型丛书，重在
阐释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奋斗精神。
    沈葵主编的《安徽历史》以历史为主题和切入点，叙述和解读从古至今安徽文化的框架、内涵、传
承轨道和发展趋势，力图从微观和专业的层面上反映安徽省的社科成就，让热爱安徽文化的读者能够
全面了解和理清安徽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
力图以通俗、朴实、宏观解析的方法，向读者介绍、宣传安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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