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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本书为著名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教授系统总结

华中乡土学派的集大成之作，是对中国学术方法上

的深刻反思，振聋发聩，是打破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

破冰之作。

【重点描述】

本书为著名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教授系统总结

华中乡土学派的研究方法，并进而更上层楼，扩展到

对中国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反思。

核心观点就是通过“饱和经验”，来培养研究者

的“经验质感”，从而建立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的主体性，而不再把中国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

试验场。

本书从乡村问题入手，对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

整体定位与具体方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作者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

的学术体系，既不立足于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也无

法为中国社会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在方法上则属

于从学术到实践又回到学术的“小循环”。

作者主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回应中

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和挑战；在方法上采用从实践到

学术再回到实践的“大循环”。

同时作者还主张改变中国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

模式，提出了以经典阅读和饱和经验为核心、以学生

为教学主体的新模式。只有形成具有新理念的学术

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主体

性。

【作者简介】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现为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2015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乡土派代表

性学者。著有《新乡土中国》《村治的逻辑》《地权的逻

辑》（Ⅰ、Ⅱ、Ⅲ）、《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南北中国》

《治村》《最后一公里村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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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源上重新理解唐朝

——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谷川道雄（1925-2013）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知名

学者，京都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师承内藤湖南、宫崎市

定。

谷川道雄在大学时就立志于唐史研究。毕业之后，

民众对唐朝权力的抵抗斗争是他尤感兴趣的问题。谷川

道雄将国家权力与民众从本质上划为一项对立物，然后

再从政治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推移。可是，

他发现，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鲜明地呈现唐代史

的历史特征，对民众的理解也缺乏现实感。谷川道雄思

考再三，认为从根源上重新把握唐朝权力，就需要追溯

唐朝政权性质的形成，也就是说，要从更早的时期挖掘

多层次的历史。

谷川道雄把研究重心转向了六朝时期。主要观点集

中表述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等代表作。该书从北魏末

的六镇之乱出发，从北朝后期考察至隋朝，这一工作后

来又上溯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谷川道雄所关注的问

题，当然集中于政治史，但并不是单纯探讨制度的沿革，

而是力图将政治作为参与国政的皇帝、官僚、贵族、军人

的意志与行动的一种复合物来加以理解。该书出版于

1971年，后几经再版，现在已经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从五

胡十六国到隋唐统一这三百年历史的必读书。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普及版本，叫作《隋唐世界

帝国的形成》。该书叙述简明扼要，剔除了许多史论部

分，突出了叙事过程的描述，学术价值有所降低，相应

地，阅读门槛也降低了，即使对这段历史不够熟悉的读

者，现在也可以轻松地看懂了。

内藤湖南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从开

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中古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近

世则是宋元明清阶段。按照内藤湖南的说法，唐宋时期

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政治

形态上，是一种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变革，但作为变

革的根本还在于民众地位的变化，也就是说，民众摆脱

了贵族阶级的支配，获得了土地所有的自由、居住的自

由，从身份约束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君主

政治体制才得以成立。谷川道雄自述，正是受到内藤说

的启发，他才在自己的研究中导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即从阶级斗争的展开去理解唐朝民众地位向上的过

程，探索在历史事件底层起作用的民众的动态。

在谷川道雄看来，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

一个政治的统一过程，它具体表现为北周吞并北齐→周

隋革命→隋的南北统一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而直接成为

这个政治统一进程起点的，就是北魏末期的动荡局势。

哪些人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谁在其中发挥主要力量？显

然，主要就是部署并定居在北方六镇的北朝军士。谷川

道雄注意到许多被称为“城民”的民众参加起义的事例。

他把“府兵制”作为解读的一个重点。遍布全国的北魏国

家军队（镇军、州军）是昔日部落制度的变形，在部落生

活中，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北魏汉化加强了门阀

主义的倾向，面对胡族社会的解体以及由此而生的贱民

化的危机，于是产生了一种异常强烈的抵抗意识，胡族

人民开始从贱民走向自由民，汉人贵族也以政治主体参

与国家治理。所以，谷川道雄认为，北魏末的局面正是胡

汉民族奔向自由的集中爆发。

比之《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本书把历史叙事时段更

往前推至“汉朝世界帝国的破裂”。这意味着谷川道雄更

加注意历史的延续和演化，并且有意识地在提醒我们，

从汉朝到隋唐，政权领导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

部小书更加突出了贵族阶层的没落，批判礼教主义的潮

流，谷川道雄还强调分析了人才选举体制的变迁，这与

宫崎市定对于九品官人制、科举制的研究亦是一脉相承

的，这其中包涵着人的自由问题，潜藏着精神史的研究

取向。

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序章强调了“隋唐帝国与

东亚”，并称之为“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序章表露了谷

川道雄的关怀所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目的是解决战

后日本的现实困惑，是为了建立一个强调道德意识、伦

理精神、作为自由之本源的共同体世界。 赵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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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的故事》

自公元前1900年以来，密码就一直是历史这个大

舞台背后最具戏剧化的导演者。

这本书将为你讲述密码波澜壮阔的那一面：温泉

关之战、巴宾顿阴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

战……它驱使着一个普通人在不平凡的环境中迎接挑

战，通过智慧、勇气、勤奋和偶尔的绝对好运，去扭转本

已注定的命运，甚至改变历

史的进程。这便是《密码的故

事》，它不是一个个艰深晦涩

的数字代码，而是逆境中力

挽狂澜的英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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