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

13位ISBN编号：9787806966167

10位ISBN编号：7806966161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苏力

页数：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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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

内容概要

　　&ldquo;富而好礼&rdquo;。
元代地方精英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群体。
他们拥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并借此取得地方的领导身份与权威地位，对地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产生客
观、积极的影响。
　　江南地区是元代的财赋基础。
地方精英，特别是士人、&ldquo;富民&rdquo;，参与了社会新秩序的构建活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统治者、地方精英、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对基层社会的发展态势产生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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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仅海盐如此，其他沿海地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绍兴路余姚州，&ldquo;北枕大海，其地日兰
风，东山、开元、孝义、云柯、海川、上林者，皆潮汐之所争也&rdquo;。
所处地理位置不佳，使余姚时常受到潮水威胁，因此堤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自宋开始，地方政府就不断修筑海堤，&ldquo;庆历七年，知县事谢景初自云柯至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
。
庆元二年，知县事施宿自上林至兰风为堤四万二千余尺，其中石堤四，计五千七百尺，余尽累土
耳&rdquo;。
我们注意到，宋代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引入民间力量来承担对海堤的修缮维护了，&ldquo;施令以土累者
易败，当每岁劝民集财，乃请于其上之人，置堤田二千亩，以得于田者时其败而治之&rdquo;。
这说明，海堤的维护费用主要来自堤田收入，堤田的设置者不是官，而是民众之中财富居&ldquo;上之
人&rdquo;，即是富民，他们承担着几乎全部修治费用。
尽管如此，由于海堤多为累土，面对凶猛的海潮依然显得十分脆弱，&ldquo;宝庆中，民沦于海者殆百
家，土堤虽谨治不足恃也&rdquo;。
入元之后，余姚由县升为州，本来&ldquo;州视县得展其所为，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rdquo;，海潮
继续肆虐，致使&ldquo;成流入港，遂达内江。
田失美溉，故连岁弗获&rdquo;。
尽管地方屡屡给予修治，但往往是&ldquo;四月方成堤，六月复大坏&rdquo;，&ldquo;殚民力、堕农功
与风涛抗而卒不胜，盖四十年矣&rdquo;。
地方无力抵抗潮水频繁来袭，几十年间屡遭侵害而修治亦无实际功效。
海堤主体为累土，极易受到潮水侵蚀崩塌，所以，以石筑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新到州判叶恒抓住了问题症结，决定筑石堤以捍海潮，但是，又一个难题摆在面前&mdash;&mdash;修
筑经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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