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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
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
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
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
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
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一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
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
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问形成的新名。
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
“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
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
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一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
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对应，“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feudal含义
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原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观普被国中。
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曾质疑泛化封建观，提出救正“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本书沿此轨迹，
强调“名辩”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试拟“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建议秦至清主
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皇
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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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
化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
、《张之洞评传》、《晚清经世实学》（合著）、《解构专制——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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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记第一章　“封建”本义　一、释“封”　二、释“建”　三、释“封建”　四、西周封建　五、
东周封建、郡县并行　六、秦汉以下：制度主流“非封建”第二章　秦汉至明清的“封建论”　一、
秦廷议“封建”　二、汉、晋“封建论”　三、唐代“封建论”　四、宋以后对“封建”的两种评议
　五、“封建”有益思想学术创造论第三章  《文献通考》及其续编的《封建考》  一、《文献通考·
封建考》  二、两种《续文献通考》及《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续文献通考》的《封建考》  三、中
国传统语境中的狭义“封建”与广义“封建”第四章  日本的“封建论”  一、日本近代以前的封建观  
二、明治初废除封建制的举措：“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四民平等”  三、近代日本的“封
建论”：扬郡县、抑封建，所用“封建”仍沿袭本义并汲纳西义  四、近代日本“废封建”举措的民
族文化根据第五章  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及其术语Feudalism的厘定  一、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来龙去
脉  二、Feudalism释义  三、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西方史学中的狭义封建主义与广义封建主义  四、
中国、西欧封建制之比较：“宗法封建”与“契约封建”第六章　欧日封建制“酷似”：近代欧洲目
击者、学者及日本访欧学人的共同发现  一、英国首任驻日公使欧卢柯库（阿礼国）的观感：日本是
“东洋版的Feudalism”  二、欧美学者的欧日封建社会异同研究  三、留学德国的福田德三为何在课堂
上发出会心之笑第七章　日本学界对“封建时代”的定位及历史分期说第八章　清末民初接纳新名“
封建”第九章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泛封建”说第十章　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第
十一章　中国社会史论战：“封建”概念泛化正式展开第十二章　社会史论战封建观平议第十三章　
从毛泽东著作看新名“封建”的定型过程第十四章　泛化封建观与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第十五章
　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质疑泛化封建观第十六章　中国历史时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尝试第
十七章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第十八章　秦至清：宜以“皇权时代”取代“封建时代”结语主要参
考文献跋第二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封建”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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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