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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北魏至唐代的均田制的研究。
对均田制的历史渊源、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条件、均田制的性质、土地授受方式与实施范围、均田制的
演变及其废弛等进行了研究，是对均田制比较系统的研究。
把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土地制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探索和研究，探索了均田制与
中古田制的关系，揭示了均田制的历史演进过程和土地制度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论证了均田制是集
井田制以来的中古土地制度之大成，具有国有和私有并存的两重性质，是中国古代以土地国有制为主
体向土地私有制为主体的过渡时期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二部分，是对自汉代至唐五代土地制度的有关方面(除均田制之外)的研究。
其中唐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土地制度的研究，是我在均田制研究之后的延伸，对唐末土地所有制结构
、五代十国时期土地国有制的基本状态及其变化、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其发展的主要途径和特点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
阐述和论证了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土地私有制尤其是大土地所有制已经成为基本的历史发展趋势。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唐代的市场管理、唐代的贱民阶层、五代十国时期蜀国经济的研究。
    第四部分，收入两篇论文，其内容是相互衔接的一个整体。
这两篇论文，在时空上已经超出了汉唐时期，之所以将其收入本书，是因为这两篇论文比较集中地反
映了我对中国古代社会小农经济、地主制经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特质和相互关系的基本
认识和主要观点，它既源于我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又融入在我对汉唐经济研究时的宏观
上的把握。
所以，这两篇论文与我对汉唐经济研究的论文，在思路和观点上是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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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论均田制的历史渊源二、均田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条件三、试论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四、
西魏大统十三年残卷与北朝均田制的有关问题五、北魏均田令补遗六、北齐、隋朝均田令补遗七、均
田制中永业田的授受问题八、略论均田制中奴婢受田及其变化的原因九、论均田制土地授受方式——
兼论均田制实施范围十、论北朝隋唐均田制度的演变十一、唐代庶族地主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十二、
汉代名田和授田析论十三、略论东晋南朝的土地国有制十四、北朝屯田述论十五、论唐朝土地政策的
变化及其影响十六、唐代前后期土地买卖的变化十七、论唐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十八、论五代十国的封
建土地国有制十九、五代十国营田与官庄述论二十、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二十一
、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二十二、唐代的贱民二十三、论前后蜀的经济发展及其原因二十四、论小农
经济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二十五、小农与君主专制集权政府的作用力方向及其影响——兼论中国
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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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论均田制的历史渊源关于均田制的历史渊源，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均田制
是北魏初期“计口授田制”和畿内课田制的推广；一是认为，均田制与拓跋族早期的土地制度有着密
切的联系，是从“计口授田”制发展而来，又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均田制是在北魏
计口授田制和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认为，均田制主要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是周秦以来授田制、占田限田制的继承和发展。
均田制有着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授田与限田相统一。
授田包括国家直接授予土地和对人户已经占有的土地实行名义上的授受，从而将全国土地都纳入于均
田制之下；田令中所规定的受田数额是人户占田的最高限额，其实质，乃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
于国家，官僚、地主、百姓等臣民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均平”占有土地(通过国家授受的方式而占
有)的土地制度。
这是均田制的基本立法精神和实质，由此我们来探索均田制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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