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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
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
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
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
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
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
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
较繁荣的时期。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吴承明教授为
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
史学派”。
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
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
，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
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为了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探索精神，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2005年，我受中
国经济史学会的委托，组织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共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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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站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
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
较繁荣的时期。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吴承明教
授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
社会史学派”。
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
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
，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
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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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学者对古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浓厚兴趣，取得了令人关注的学术成果。
上田旱苗《后汉末期襄阳的豪族》（1988年），认为后汉末期的襄阳豪族属于开发型豪族；吉川中夫
在《后汉末期荆州的学术》（谷川道雄编《关于中国士大夫阶级同地域社会关系的综合研究》，1989
年）中提出，襄阳学术是六朝学术的先驱；宫川尚志在《六朝时代的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
著选译》第四卷，1993年）中强调，村产生于六朝时期，是一种避战乱而在里外形成的新的聚落，村
在长江流域多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社会研究》第四章《东晋贵族制确立过程》（1982年）则主要
分析了北方人口移居长江中游地区及其影响；安田二郎《晋宋革命和雍州（襄阳）的侨民——从军政
支配转向民政支配》（《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1995年）分析了移居襄阳的北方
侨民及政府的管理。
　　从整体上看，3—6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研究还很薄弱，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
较少，至今未见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相关研究论文也相对较少；二是研究缺乏系统性，至今还没有
学者系统研究3—6世纪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动力及其经验教训；三是研究范围狭小，重点
集中在户口、侨州郡、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等方面，而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国家政权与区域经
济发展、人口构成变化与经济发展等研究明显不够。
　　本书系统探讨3—6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与六朝政权对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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