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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撰写既基于学理层面的思考，又基于现实层面的思考，总的目的是想探讨历史与现实的关
系究竟如何，我们如何从历史的长河中去找寻和书写历史的启示。
　　从学理层面来讲，主要是为了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再一个
是“历史论文可不可以写现实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我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文化学院工作时老师和同学们问我最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两个老问题。
但时至今日，更觉有探讨的必要。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先是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重视有加乃至“无限拔高”，后又经历
了20世纪80年代的冷遇（或称“史学危机”）。
经历了这一正一反的两个阶段，历史学正步入科学、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发展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个极其明白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的历史，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出发点
，而现实也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从历史中去寻找经验、思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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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与现实：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启示录》的撰写既基于学理层面的思考，又基于现实层面的思
考，总的目的是想探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如何从历史的长河中去找寻和书写历史的启
示。
　　从学理层面来讲，主要是为了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再一个
是“历史论文可不可以写现实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我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文化学院工作时老师和同学们问我最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两个老问题。
但时至今日，更觉有探讨的必要。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先是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重视有加乃至“无限拔高”，后又经历
了20世纪80年代的冷遇（或称“史学危机”）。
经历了这一正一反的两个阶段，历史学正步入科学、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发展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个极其明白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的历史，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出发点
，而现实也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从历史中去寻找经验、思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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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文勋，男，1966年3月生。
1982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先后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1年7月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现为云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门史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
主要学术兼职有；国家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
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云南省史学会会长、云南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唐宋史。
曾提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钱币之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史研究”等学术观点。
出版有专著10余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并参与主编《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
》、《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丛书》。
先后入选云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云南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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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今社会，都存在着政府对乡村公共产品和社会
福利供给不足的问题。
富民在乡村社会倡导和推动的这些社会公益事业，无疑是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很大
程度上满足了村民对社会福利的强烈需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对乡村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
作用。
　　第四，富民阶层是国家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
　　富民阶层对乡村社会的贡献远多于捐钱捐物，为自己树一块“仁义道德”的牌坊，他们有更远大
的社会目标。
他们积极致力于乡村社会事务的治理，是在努力推动乡村自治与国家治理的自觉调适。
　　唐宋以来，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过去由豪强望族把持的基层控制力量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富民
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控制力量。
这些乡村富民和居乡士绅常常出面规劝行善、调解纠纷，成为乡村社会的道德仲裁者和纠错矫枉者。
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记载的判例，有30％都是通过民间调解来处理的。
随着富民对乡村事务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他们逐渐发展到建立乡会、社案，主持乡饮酒礼，制定村规
乡约，形成具有一定组织建制的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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