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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
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
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
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
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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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虽然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地域空间的变化，如平面空间、立体空间等，但着眼点是这些地域空间变
化与城市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即地域空间的变化是如何反映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社会空间的变化
如何促进地域空间的变化。
人流、商流、物流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与位移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书中涉及的问题。
    研究的时间框架大体以唐为主，延伸到五代和宋，空间框架以唐长安为中心，以洛阳为辅，以两宋
都城开封和临安作为参照，寻访从唐初到南宋五六百年间的都城经济社会变化的点与线。
由于对唐代历史接触较多，涉及宋代的都城社会，不免有蜻蜓点水之嫌。
    对都城社会变迁整体思考的关注点，一是商品经济与城市社会变化的关系；二是人口结构及变化与
城市社会变化的关系，其他问题都是以此为切入点而展开的。
    本书并没有涵盖都城社会结构的所有相关问题，也没有被一个完整的框架束缚，只是作者近年研究
成果和研究心得真实地展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这些关系及变化。
本书属于系列研究的整合，主要围绕几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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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欣，女，历史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城市史。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中国文
化研究》、《唐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代表性著作有： 《唐代选官研究》、《中华文化通志·选举志》、《唐史识见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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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皇帝正式认可民宅商用起楼，此后，楼的逐渐普及，使都市的吸纳力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进
一步得到立体拓展。
　　三是周氏起楼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旧宋门是城内四条主要“御道”的枢纽处，西向与里城“中
心市区”——州桥连接，东去直通外城新宋门，还可通过汴河出东水门，东水门又称扬州门，淮浙巨
商正是由此道运粮入京。
由此，占尽商机无限，当时是“岁人数万计”。
北宋时十三间楼子仍是京城名楼，一直到北宋末年尚存。
　　四是流动人口的构成中，以经营粮食等日用品为主的江南大经销商（淮浙巨商）占有很大比重，
他们对整个都城社会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力显著加强，经济重心的南移已可见一端。
粮食等日用品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明显增加，成为京城商品市场上的大宗，因而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容
纳。
　　后周汴州城，酒楼（肆）茶楼（肆）已经很普遍，《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城酒肆茶楼门前的装
饰追述道：“如酒肆门首，排设权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
，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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