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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宋社会经济研究》所收论文基本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仅仅改正了个别误植和错漏之处，其
余一仍其旧，较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认识水平，以及对某些认识的变化过程。
该书学术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史料搜集功夫扎实，理论分析深入；语言通顺、流畅，无政治性
、科学性、知识性错误，对有志于两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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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金芳，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教授，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湖北大学教授
、教学名师。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出版《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等十余本专著，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约计560余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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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机制，不能承担起为原始工业化的各种组织因素提供生长基地的重任／343 四、儒家文化的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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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一、学术视野／408 二、史料功夫／411 三、理论素养／412 附录：葛金芳论著目录／417 一、著
作／417 二、论文／418 后记／425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期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
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菜菇、束薪之属。
或擅用稽查措置，添置专栏收检，与吾民相刃相靡，不啻仇敌。
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
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
空身行旅亦白取金百，方纡路避之则拦截叫唤。
或有货物则抽分给偿、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
闻者咨嗟，则指曰是大小法场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不知下发过多少道禁令，但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是基本的现实。
这种状况自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这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
 若从政治角度而言，传统体制对工商业阶层的发育极为不利，对工商业者集居的城镇之自治性成长更
为不利。
从欧洲十五六世纪的经验来看，新兴城镇一般是自治城市，是工商业文明生长的理想基地。
宋代城市数量激增，其经济意义随着工商业从业人员的增多而有明显增长。
然而这些城市同时又是各级政府的所在地，封建势力强大，政治控制严密，城中的工商业如无官方背
景总是处在备受排挤、压制的边缘状态。
这种城市缺乏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不能很好承担起为工商业文明的各种组织因素提供生长基地的历
史重任。
中国没有自治城市，或者说中国城市缺乏自治因素，对于工商业文明的成长肯定是个重大缺陷。
 更为致命的是，宋代已趋完备成熟的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均具有强大的吸纳和整合功能，因而
不断地消蚀着工商业阶层向更高一级文明形态迈进的冲力。
日本学者速水融曾经指出，要推进工业化或近代化，必须形成推进工业化的主体和容纳近代化并使之
得以进行的条件。
我国专制主义集权体制，通过面向各阶层的科举制度，把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民间精英，不断吸纳到
官僚体制中去。
肩负着推动工商业文明成长重任的工商业者，特别是其中经营有方、资本雄厚的大作坊主和大商人，
因而不断异化为官僚士大夫阶层。
在威力强大、具有垄断倾向的专制体制下，这些工商业者最好的出路，仍是通过捐资人仕，跻身于官
僚队伍；更多的则是通过让其子弟读经赴考，中举人仕，转化为官僚阶层。
因为在“只有贵，才能富”这种等级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只有依仗身份、权势，才是永保富贵的最重
要的条件。
这就从根本上遏阻了作为原始工业化过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对于传统社会的瓦解和颠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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