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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时期，列国政权机关中的要职均由贵族担任。
各级贵族亦按照其政治等级占有土地，并对隶属于自己的人民进行统治。
贵族的家族内部，则由家族长依据宗法血缘关系对其族人进行管理。
因此，春秋时期的政治形态是典型的、贵族政治。
在春秋三百多年中，贵族政治由盛而衰，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马卫东编著的《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历史变迁》从五个视角对春秋贵族政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
《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历史变迁》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五章。
　　在绪论中，我们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研究的原因和意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本研究的基本
思路与方法。
我们认为，研究贵族政治在春秋时期的衰变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周代社会形态演进的特点与规律、正
确理解中国奴隶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历史作用、理清周代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皆具有
重要的意义。
学界以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还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春秋贵族
政治演变的规律性、春秋贵族兴衰与政治变迁的互动性、春秋列国内政变迁的特殊性等具体问题的挖
掘，还不够细致和深入。
因此，有必要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求和深人分析文献典籍，并结合地下出土材料，对春
秋时期的贵族政治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研究。
　　第一章对霸政体制下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进行了探讨。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历史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霸政时代。
在霸政体制下，春秋列国不再依爵制而是以实力来论大小强弱。
传统的诸侯五等爵制遭到了破坏，五等爵制徒有外在的礼仪形式，而其原有的政治功能则丧失殆尽。
春秋时期五等爵制的破坏，标志着周代分封制度在“天子建国”的层次上已经走向解体。
五等爵制的破坏对春秋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摆脱了五等爵制约束的部分强国，不断地兼并弱小国家，这就改变了西周以来小国林立的局
面，促使区域性统一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一些诸侯国突破了五等爵制的限制，大肆扩张
领土，又以新占领的土地分封卿大夫，致使卿大夫势力膨胀，进而引发了春秋中后期“国”与“家”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章论述了春秋时期“国”与“家”关系的内在矛盾。
我们认为：在先秦典籍中，与“国”相对而言的“家”，是指以卿大夫家族为核心、以采邑为基础的
地方政权。
在春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诸侯立家”是贵族政治的一种必然形式。
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之家具有公、私双重性质，这决定了春秋时期“国”与“家”的关系，一方面相互
依赖，另一方面矛盾斗争。
春秋时期“家”与“国”的矛盾斗争，最终导致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同时，“国”与“家”的斗争亦促使春秋时期的国家结构形式向集权的方向转变。
　　第三章探究了春秋时期公族的分化及君统、宗统关系的嬗变。
我们认为：周代公族在其分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层次的亲属团体：时君的家族、公子之宗、别子
之宗。
时君的家族只包括时君及其直系子孙，而不含旁系亲属；“公子之宗”指先君遗族中未立新氏的公子
、公孙；“别子之宗”指别立新氏的卿大夫家族。
随着公族的分化，君统和宗统分离开来，宗统不可觊觎君位，君统利用宗统以为藩屏。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君、宗分野原则逐渐失去了对贵族的约束力，君统内部、君统与宗统之间，无
不围绕着权力和财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春秋公族政治全面陷入了危机之中。
　　第四章考察了春秋列国卿族废兴与内政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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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春秋列国政治发展总的趋势是相同的。
除楚国外，中原列国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
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列国表现出来的政治特色不尽相同。
如鲁、郑、宋、卫四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
其中，鲁、郑公族专权最为典型，鲁国还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而宋国君权较之于鲁、郑、
卫稍强，政权下移相对要晚二些。
齐国则亲羁并用，以公族执政为主，间用异姓之人，并利用宠臣牵制国、高二氏，因此异姓宠臣得以
崛起，从而造成“田氏代齐”的结局。
晋国于春秋之初发生“曲沃并晋”，从此剪除公族，任用异姓、异氏执政，终致公室灭于异姓、异氏
卿大夫。
楚国重要官职被王族垄断，却因对世族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故政不下移。
但世族制的顽固，又终致战国时期楚国的衰落。
列国卿大夫的兼并和夺权斗争，客观上削弱了宗法贵族的势力，为官僚政治最终取代贵族政治减少了
阻力。
　　第五章探析了春秋卿大夫家族政治的衰变。
我们认为：春秋卿大夫家族的政治形态，处于新旧交迭的矛盾斗争之中。
一方面，宗法等级制仍然延续，家臣世袭制得以存留，二者相互应和，构成了春秋卿大夫家族政治保
守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井田制的逐渐瓦解，个体家庭摆脱大家族成为可能，
社会人口的流动也越来越普遍。
与之相联系，传统的宗法制和家臣制亦不断走向瓦解，这构成了卿大夫家族政治衰变的一面。
总体而言，宗法制度的瓦解和家臣制度的崩溃，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卿大夫家族政治的衰变，使春秋贵族政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结语部分，笔者对全书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概括了春秋贵族政治历史变迁的两个总的
趋势：一是从鼎盛走向衰落；二是由分权走向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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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秋时期，贵族政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霸政体制下，一些诸侯国突破五等爵制的约束，大肆扩
张领土并分封卿大夫，从而引发了“国”与“家”的斗争；“国”与“家”的斗争，导致了大夫专政
的局面，但各国的政治特色不尽相同；由公族分化而来“公子之宗”和“别子之宗”逐渐成为“君统
”的对立物，公族政治走向衰落；卿大夫家族内部。
宗法制度和家臣制度也逐渐瓦解。
春秋贵族政治历史变迁的总趋势是：从鼎盛走向衰落，由分权走向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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