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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市场与土地分配的专着。
作者在书中强调提出了两个看法。

  第一，秦汉以后出现的地主，不是皇帝所“封”或政府所建，因此“封建地主制”实在是个很不恰
当的名称。
绝大多数的地主是由土地市场定位的。
主流派学者一向认为地权的转移都是不同方式的土地兼并，地权是越来越集中，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
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关于中国明清两代残存下来的地籍册档，不可完全否定其价值。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不懂得数字管理”，更有甚者说明清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
实而是传奇”。
这些地籍册档自然不够齐备完整，但若加适当运用，还是很有价值的实证史料。

  本书即利用了这些明清官方地籍资料，再加以民国期间的农村调查资料，利用正规统计方法，对明
清以来之农村地权分配做了明确之计量研究，并对地权分配之长期及短期周期变动有具体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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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译者：李弘祺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生于法国。
20世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德日进曾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工作二十余年，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
从考古发现出发，他大胆提出关于宇宙、生物、人类、精神逐层进化的论点，发展出一整套进化论的
宇宙观和人类观。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正在创生的有机体；它不惟演化成生物、有意识的生物、
有心智的人，且仍继续朝精神方向在演化。
这种见解，使他在世时饱受批评，也使他逝世后成为当代先知性的人物。
德日进的所有著作已收入《德日进全集》，其中《人的现象》和《人的未来》是体现其思想的主要著
作。
 李弘祺，1975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现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系主任，东亚文明研
究中心专任研究员兼主任。
著有《面向世界：现代性、历史与最后的真理》（1991）、《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1994）、《读
史的乐趣》（2002）等，编有《中国书院》（与朱汉民一起主编，1997）、《理性、学术和道德的知
识传统》（2003）、《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2005）等。
译著另有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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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让我们对命题再作一番检讨（不为进入恶性循环之中，而只就观点作简单的调整而已）。
在有机物质所形成沸腾着的无数复杂构造中，我们很难分别那些是皮表的分化，那些是宇宙质料的复
苏或重组（如果有的话）。
好了，让我们在生命所尝试的许多组合当中，看看是否有一些是在有机组织上没有心灵上的正比改变
吧！
若是这样，让我们捉住它们、跟随它们；因为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话，它们无疑的乃是在许多不重要
改变的同量物质中代表复杂性的本质的，乃是最本质的变性。
它们有带我们往一定方向走的机会。
 用这些名词，问题马上可以得到解答。
当然，在生命物中意识也扮演了选择性的地位。
我们只要往自己身上观察就好了——神经系统。
我们可以很实在地在世上发现一种“内在性”：我们自己直接就感到了，同时又借着语言、别人也感
受得到。
但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动物也有确定的内在性，大约和它们的脑的发达成比例。
所以让我们按照“大脑化”的程度把生物分类吧。
那会发生什么呢？
有一种秩序会出现的——正是我们所要的——并且是自动的。
 首先，让我们转向我们所最知道生命之树那部分吧，因为它是蛮有活力的并且也因为我们自己是属于
它——脊索动物支之故，在这群中明显的有一种特点，这特点是古生物学中一直在强调的。
这因为在层与层间，神经系统借着重大的跃升一直在发展并集中着。
我们都知道大恐龙的例子。
它那荒谬的小脑袋比腰部的脊索还要小，这使我们想到还要低级的情形：即在两栖动物及鱼类中的情
形。
但一旦我们走过更高的阶段——哺乳动物——我们就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了。
 这是说唯有在哺乳动物这一层里，它的头脑体积大得多了，而且也比任何脊椎动物群的更有折皱。
而且当我们看得更仔细时，会发现不只有许多不平均，还会见到在它们的分配中有显明的次序。
这种等级的情形先是按照它在生群上的位置而排列的。
在目前的自然界中，胎盘动物的脑子比有袋动物发达。
而在同一生群之间，则按照年代而分其等级，例如胎盘动物中除了一些灵长类动物外，第三纪早期的
头脑总比中新统或鲜新统的为小而简单。
这种情形特别以恐角兽类等已消灭的种类为强烈，这些有角怪物的脑袋（它的大小及脑叶的间隔）几
乎不比第二纪的爬虫为发达，这也能在“一条单一的嗣系”里看出来。
例如在始新统的肉食动物中，它本身还在有袋动物的阶段，而大脑却已很顺利地与小脑分开了。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可以概括地说；在任何环生圈的新枝上，很少（只要时间较长）说不会逐渐有“脑成形”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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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的现象》是一本很杰出的人的杰作。
作者德日进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是神父，同时又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
他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进行调和，大胆地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融入宗教思想，为此，他受到耶稣
会保守人士的斥责，并被驱逐到中国，著作在生前受到禁止。
但同时，他也反对唯科学主义，认为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能代替宗教信仰。
德日进的宇宙观在西方那些有文化素养的人士中的影响是很深的。
因此有人说，“不研究德日进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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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人的现象》是一本很杰出的人的杰作。
在这本书中德日进实现了三重的综合——物质、物理的世界与心智、精神的世界的综合；过去和未来
的综合；以及复杂众多的和统一单独的相综合。
他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研究考察各种事物时，都从演化观点着眼，并且提到每一事物在时间上的发
展以及其在演化上的地位。
然而，他却能把这整个可知的东西看成一个动的过程，而不视为一个静止的机械。
结果他能把人类的意义和永恒而且包罗万象的历程统摄起来；德日进之成就基于这项研究。
 无疑，他将影响全世界的思想。
他综合了广博的科学知识，深刻的宗教体验以及严肃的价值意识，熔冶于一炉，势将驱使神学家们从
演化这新的境界去估定自己的观念，也要让科学家了解知识在精神上的应用。
他一方面澄清了我们对实体的看法，同时也统一了这看法。
从此再不会把科学和宗教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或生命中分隔的部分了；它们同时对全人类的
生存都有关系。
宗教信徒不必再漠视自然世界，或规避自然界在超自然领域的引申学说了，而同时唯物的思想，也不
再能否定灵性经验和宗教情操的重要性了。
我们人类，包含了地球无垠的前程，能通过知识和仁爱的增加来了解这些前程。
就我看来，这便是《人的现象》的升华。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一个伟人的科学家，一个伟大的灵魂。
他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世代亟需的宏大视野。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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