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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一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的五个发展阶段研究；下篇为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研究。
探讨古代藩属制度的形成、确立、创新、强化和完备等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揭示同姓藩国、境内属
国、羁縻府州、都司卫所和藩部曾分别是五个阶段中的藩属主体，阐述藩属制度在五个不同阶段的诸
多特点，这对于认识中国古代藩属制度发展进程及其历史作用，是不无益处的。
对古代藩属制度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是把藩属问题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
中国古代藩属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具有一朝（国）两制、地方自治与民族自
治、藩卫内向等诸多特征与属性，其预期目的是为了捍卫中央王朝的安全，实施的结果，又促进了中
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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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畿外诸侯国的公室是隶属于周王室的地方上最高一级国家政权，并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畿内的采邑则是在王室任职的公卿大夫的俸禄形式，并不是国家基层政权。
　　其二，畿内采邑主与畿外诸侯国在义务与权利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采邑主按照在王室所担任的职务不同，向周天子尽其职责，为周王奔走效力。
但是，除非有天子的特别命令，一般不得参与诸侯国的朝聘盟会。
即所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
”①畿外诸侯国的设置是为了“以藩屏周”，藩卫周王室。
诸侯国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统治封国内的臣民，定期朝贡，不参与周王室的内部事物。
　　、　　其三，在西周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一般是不享有采邑的。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期则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周平王东迁后，王权衰落，历史进入了以大国争霸为主要政治内容的春秋时代。
与此相联系的是，采邑制度也随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封地一般都较小，没有更多的土地用来分封给卿大夫以作为采邑。
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时代，齐、晋、楚等几个大诸侯国，随着领土的扩大，经济实力与军
事实力大为增强。
春秋时期的霸主，不仅拥有了向卿大夫封授采邑的客观条件（土地），也拥有了向卿大夫封授采邑并
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政治与军事上的实力），同时也有了分封卿大夫以维护公室的客观需求。
于是霸主在国内分封亲戚功臣以藩屏公室，一时在几个大诸侯国内形成高潮。
《左传.桓公二年》晋国大夫师服所说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是这一高潮的一种概括。
卿大夫的“家”，是诸侯国内地方上的一级政权机关。
　　春秋几个霸主的“公室”强盛局面，所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
几个大诸侯国的卿大夫们，他们自被“立家”之日起，便通过兼并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并逐渐地超过
了公室的实力，历史进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代。
后来，有的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里封授土地，于是又导致了“陪臣执国命”的出现。
　　从西周到春秋，釆邑由原来的官吏俸禄的提供地演变成为国家的一级政权，采邑制度在实质上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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