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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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制”对
译feudalism。
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语言对译间形成的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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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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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派，信从单线直进史观，把以君主集权和地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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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dalism含义相左，且有悖于唯物史观创始人的封建原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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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
本书沿此轨迹，强调“名辨”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拟定“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
，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的社会形态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此两千余年简称“
皇权时代”，以反映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真面目，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较准确的前史
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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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欧美学者的欧日封建社会异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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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封建时代”定位与日本封建社会分期
    三  “封建时代”定位与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中国历史分期
  第八节  清末民初采用融通古义与西义的新名“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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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严复：以“封建”翻译Feudalism
    四  章  太炎：前近代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
    五  孙中山：“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
第三章  名实错位
  第九节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泛封建”说
    一  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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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日本、法国套用而来的观点
    三  陈氏命题忽略了中西日历史的重大差异
    四  “泛封建”说五四时期罕有同调，但对后世影响甚巨
    五  泛化“封建”说模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真实内容
  第十节  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
    一  泛化封建观的“祖义”
    二  “大革命”前后现实中国“半封建”说逐步流行
  第十一节  中国社会史论战
    一  “大革命”失败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二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导引出“中国社会史论战”
    三  古典封建论(以陶希圣为代表)
    四  泛化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
    五  不应被遗忘的论者：李季、胡秋原、李麦麦
  第十二节  社会史论战“封建观”平议
    一  重大进展：以“社会形态”学说诠释中国历史
    二  “历史单线进化论”以西欧历史模型硬套中国历史，指鹿为马
    三  忽视术语准确性：内涵、外延任意游走，名不副实
    四  指称现实中国为“封建社会”的早期原因探略
  第十三节  从毛泽东著作看泛化封建观的定型过程
    一  泛化“封建”在毛泽东著作中较为晚出
    二  一九二六年以后毛泽东著作出现泛化“封建”用例
    三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封建说
    四  《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为泛化封建观提供理论框架
第四章  正本清源
  第十四节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的封建社会论
    一  泛化封建观并非源出卡·马克思
    二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从未将中国的前近代称之“封建社会
    三  卡·马克思晚年对中古世界多途演变的思考
    四  可以让渡的非贵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五  君主专制、村社结构的东方中古社会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
    六  尊重卡·马克思原论的中外学者针砭泛化封建观
  第十五节  关注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质疑泛化封建观
    一  周谷城及其《中国社会之结构》
    二  王亚南及其《封建制度论》
    三  胡适及其《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
    四  瞿同祖及其《中国封建社会》
    五  钱穆及其《国史大纲》
    六  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
    七  雷海宗及其《中外的春秋时代》
    八  李剑农及其《中国经济史讲稿》
    九  缪凤林及其《中国通史要略》
    十  费孝通及其《皇权与绅权》
    十一  梁漱溟及其《中国文化要义》
    十二  齐思和、胡厚宣的思考
    十三  小结
第五章  制名指实
  第十六节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探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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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历史分期说鸟瞰
    二  中国学者关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尝试
    三  周秦之际是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转折点
  第十七节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一  名辩之学不可轻慢
    二  试拟中国历史分期命名四标准
    三  称秦以下两千年为“封建时代”有违命名理则
  第十八节  当代学人批评泛化封建观
    一  侯外庐、顾准、林志纯抨击“封建”误译
    二  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坚持“封建”古义与西义融通的理路
    三  欧美日本学者的前近代中国“非封建”说
    四  李慎之评议“封建”滥用，王元化重估五四“反封建”命题
  第十九节  “皇权时代”
    一“宗法制”流变
    二  “民得买卖”土地制度(地主制)的演绎
    三  君主专制及其官僚政治趋于完备
    四  “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皇权时代”
    五  皇帝梦：皇权时代的一种社会心理
    六  从士人效忠对象的变化，看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的差异
    七  中国历史分期试拟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版跋
第二版后记
修订版说明——兼议“封建”名实之辩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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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赐爵食邑制东周“封建”之权下移，还表现为春秋末年以后食邑制的出现，分
封除了考虑宗法血缘关系，已愈来愈普遍地实行论功行赏，淡化宗法分封。
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实行赐爵食邑制，如燕昭王“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楚国以黄歇为令尹，
封春申君，赐以淮北地十二县（食十二县民户之租税）；齐国孟尝君“封万户于薛”；秦国“封鞅为
列侯，号商君”①。
这些封君，或姻亲，所谓“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②，或因功，燕之乐毅、秦之商鞅、楚之黄歇
的受封皆属此例。
当时的计封单位，或以“户”、“邑”，或以“城”、“都”，或以“郡”、“县”。
封侯数量，据杨宽《战国史》附录二统计，终战国之世，共封列侯九十五个，其中魏十七个、赵二十
五个、韩七个、齐五个、楚十四个、燕五个、秦二十二个。
而根据战国考古新发现，战国时期各国封侯数量，实不止于此。
有学者指出，战国中后期各国实行赐爵食邑制，“这种食邑和周代（应为西周——引者）的采邑性质
完全不同”⑧。
战国赐爵食邑制的特点有三：第一，封君在封地仅有“食邑”权而无“治民”权。
第二，封君并非封邑土地的所有者，他只是收取“衣食租税”，民户已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并
非食邑主的臣属。
第三，承袭西周以来封地世袭传统，然世袭性下降，战国中后期封君传三代者已少见，如史载，“楚
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收”④，吴起任楚尹时，认为楚国“封君太众”，建议“使封君之子三世而
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官，以奉选练之士”⑤。
秦汉以降在郡县制大格局下的封爵建藩，保存了战国赐爵食邑制的这些非封建性特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封建”考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史论立言，理当雅正。
　　——刘知几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柳宗元滥用名词，把不明不白的观念加到名词上，乃是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名词的滥用
，以及对于名词的真正意义的无知，可以说是一座迷宫，连那些最大的天才有时候也在这里面迷失了
方向。
　　——[法]爱尔维修（封建）这个词语在世界上一直歧义纷呈，经历了许多曲解。
　　——[法]布洛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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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封建"考论(修订版)》收录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优
秀代表作，即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代表性意义的著作。
人选这一文库的著作应当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品和珍品。
因此，这一文库也应当代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水平。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学术文化工程，对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当代学术的创新发展，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让世界从更深层次
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将产生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合心戮力，共襄这一学术盛举。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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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