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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对于傣族社会的奴隶制问题和对马克思的亚细亚所有
制理论的阐述方面，也为进一步推展民族学和古代史学的有关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理论研究需要不断有新的观点，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发现。
《比较研究》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在于它通过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取得大量第一手
资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整理分析，从而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民族的相当完
整、系统、丰富的民族学资料。
它不同于以往某些游记式的，乃至是猎奇式的民族资料的搜集。
也不同于那种摭拾一些零散的、片断的、孤立的民族学资料，用来作类比论证式的研究。
可以说正是这些活生生的、扎实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为《比较研究》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比较研究》不仅调查研究了傣族社会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及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
各个方面，而且对民族的族源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作了纵向的历史的考察，并把对该民
族的历史考察，置于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总体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使民族史的研究，与祖国整体社会
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平面的、横向的研究，与历史的、纵向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
并通过对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社会共同体在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遗存的研究，一步步一揭开了建筑在这
种社会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全部奥秘。
这不仅在史实上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史上对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社会共同体的认识，而且在理论上丰富
和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关于东方公社理论的认识。
因此可以认为，《比较研究》一书对农村公社的研究，是它在学术上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书籍目录

序再版序第一章 云南傣族史略第一节 傣族族称、族源和支系第二节 汉晋时期的云南傣族第三节 唐宋
时期的云南傣族第四节 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傣族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云南傣族第六节 元代至1949年傣族
地区土官土司制度沿革第七节 傣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第二章　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和政
治组织第一节 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土制经济第二节 由农村公社成长起来的封建领主制政
治组织第三节 民主改革前封建领土统治及经济变化情况第四节 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的农业、手工业
和商业简况第三章　从西双版纳看四周第一节 “土地王有”第二节 村社制度第三节 地租形态第四节 
西双版纳和西周的直接生产者第五节 关于傣族社会的奴隶制问题第六节 井田制是体现封建生产关系
的土地制度第七节 通过西双版纳土地改革对封建井田制的再认识第八节 余论第四章 从西双版纳看西
周井田制的几个问题第一节 井田是“公田”和“私田”的对立与统一第二节 《孟子》与《诗经》中
的“公田”和“私”第三节 井田之内的“公田”和井田之外称为“藉田”的“公田”第四节 西周的
“一田”和西双版纳的“一田”第五节 不许买卖的“私田”和可以买卖的私田第六节 井田的经界第
七节 经界与沟洫制度第八节 公共水利事业在家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中的作用第九节 国和野和划分
第五章 从西双版纳和西周看井田制的三个历史前提第一节 井田制与农村公社第二节 井田制与封建领
主制第三节 井田制与劳役地租后记再版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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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