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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作者在融通古今中外丰富的材料
基础上立论，分析细致，论证确凿，显然是一位严谨治学、长于思考的优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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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怀宏，祖籍江西清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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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 言 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封建
　一、西周的封建
　二、有关“封建”与“郡县”的历史争论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二、各期“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依据
　三、西方“封建社会”的概念
　四、西方学者论“中国的封建社会”
第三章 世袭社会的等级
　一、初步的划分
　二、贵族等级与非贵族等级
?三、小 结
第四章 春秋社会的世族
　一、世族的由来
　二、春秋世族的一般情形
　三、公族的世袭：以鲁国季孙氏为例
　四、非公族的世袭：以晋国赵氏为例
　五、世族的文化
第五章 世袭社会的解体
　一、社会流动的结构性改变
　二、世袭社会解体的诸原因
　三、承前启后的孔子
　四、解体之后
附录权与名
　一一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
　一、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
　二、士族的兴起
　三、名望的分析
　四?权名关系
　五、士族的延续
　六、六朝社会的性质
后 记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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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周初的封建主要是授土还是授民？
我们习惯的观念是天子“裂土分封”，分封主要是分封疆土。
但这里可能是以周秦后世的封建去比附最初的封建了。
傅斯年曾指出西周封建与西汉封建的差别，认为西周的封建是开国殖民，不仅意味着地域，还意味着
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而西汉的封建是割裂郡县，这时的所谓封建只是一地理上的名词。
’我们可以想见周初时候的中国，周人面对的是一片广阔、蛮荒的土地，那里不仅野兽出没，还生活
着并不一定友善的当地土著或者仍怀亡国之痛的殷商旧族。
所以当时的封国就绝非后世的封国那样可以安享现成，而是要筚路蓝缕地去开基立业，所以，当时的
授土大概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首先在这个范围内建立都城以及一些重要的据点，再慢慢地联点
成片，最后蔚为大观，这当然也就赋予分封的各方诸侯以相当大的自主权力。
当时各国的疆域都不甚相接。
顾栋高有《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俞正燮有《越国鄙远论》，都说明周时地广人稀，殆至春秋，列
国之间仍有不少荒野鄙地。
春秋时往往一用兵即直捣国都，也是以此。
由于疆域不太固定，旷地尚多，所以徙封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曾列了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陈槃则进一步找出顾表未说迁而实迁，且有曾
经数迁而距离也甚辽远者，又有七十一国之多。
几乎有名的周初姬姜诸国如鲁、卫、燕、吴、申、纪等都曾迁过国，迁徙的距离动辄数百里，有时甚
至千里以上。
鉴于周初封建所面对的这种情况，得人就要比得地更重要了，或者说只有得人方能真正得地，只有得
人才能真正开拓和守卫所封疆土。
所以，我们从《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分赐给鲁公、康叔、唐叔的不仅有地域、礼器
、宝物、法典，还有可供服役的部族：分给鲁侯伯禽的是六族殷民；分给卫侯叔封的是另外七族殷民
；分给晋国叔虞的是怀姓九宗。
而要组织管理这些部族，这些诸侯肯定还要带上一批自己的同族人，他们必须依靠这些国人，来怀柔
和威服殷族和土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袭社会>>

媒体关注与评论

“封建社会”⋯词早有解释定论，人所熟知习用，随处可见。
作者却不跟随流俗，人云亦云，而是从另⋯种角度观察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重新考察
并质疑各期封建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正如作者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真理足不会自动呈现的，只有努力思考探求。
”尽管，绝对真理我们永远得不到，但是能向前走一步就是胜利，从学术上来讲，就是进步。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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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何怀宏学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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