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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汉的豪族》一书是著名史学家杨联陞的论文集，以历史类为主，而历史类中又以其最擅长的
经济史为主。
其中《东汉的豪族》作为其早期代表作，此次收入为1949年后在内地首次再刊。
杨联陞曾师从陈寅恪，又在美国学习并长期任教，其治学风格兼具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所长。
他的著述既注重宏观，又关注微观，以小窥大，以点观面，读后经常带给读者学术思路上和现实观察
上的诸多启发。
本书除了收入历史论文外，还收入了杨联陞语言学方面的多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多方面的学术造诣。
此外，杨联陞的书评素为圈内外所称道，本书此次也收入了他的一些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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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联陞（1914—1990）著名历史学家。
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负笈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20世纪50年代即成为世界汉学界一流学人。
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尤以对中国经济史和制度史的研究闻名于学界。
著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晋代经济史释论》、《中国
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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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还报也可以是延后的，因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家庭像一
个法人，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
在两个已经建立了友善关系的家庭之间，社交礼之往来不必每次都结清，因为双方在短时间内都不会
觉得过意不去。
中国人有一句话用来表示这种较为随意的友谊关系，就是“过得着”，意思是说“我们之间的相互交
谊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随意一点了”。
但在长时间内，这种社交收支则必须保持平衡。
其中极重要的一点是所欠的“人情”，这不但包括感情在内，也包括种种社交的表示如庆贺、吊唁，
以及适当场合的送礼等，如果没注意保持平衡，就是没尽到社会义务，将使别人看不起他的家族。
一个考虑周到的家长常常会在他洗脸盆旁边的墙上挂上一份特别的社交日历①，以提醒他。
有的穷儒往往因为负担不起适当的回礼，而谢绝所有宴饮的邀请。
② 但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回礼或还报，则依儒家或道家哲学而有所不同。
《论语》③中有一段：或日：“以德报怨，何如？
”子日“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其中“以德报怨”是出于老子的《道德经》里，《四书》的英译者理雅各（Legge）曾指出这一点，并
说：“这可能是问者早已听过这句话并同意其说法，然后再征询孔子的意见⋯⋯由这章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道德如何低于基督教的标准，甚至还不如老子。
” 理雅各的批评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恕”字（有时与宽宏或大量连用）确实在儒家思想系统中
占着重要地位。
中国人的道德劝告君子不要太计较别人的小错小恶，而最高的理想标准，所谓帮助别人而不求报偿，
也是被儒家称扬的，但同时却认为有点不合实际。
在这一点上，儒家着重的是公正的原则，不可受慈善的影响。
 根据《礼记》①孔子也允许“以怨报怨”，我们不清楚这项原则在孔子说来是否相当于“以直报怨”
。
如果孔子确实提过这两项原则，他的立场必然被后来儒家学者修改过了。
这些儒者认为以一个君子而大谈以怨报怨是不相称的。
这种修改很可能是受了道家的影响。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道家的理想主义对儒家现实主义（realism）的胜利，因为不论
儒家或道家均各有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层面；同时，“以怨报怨”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也可以是
现实主义的。
一个很实际的理由是，“怨怨相报，何时得了”。
为了防止这种永无止境的报仇，政府常会下令禁止报复或血仇世斗，②这一点又配合另一法理的理由
，就是：社会上的不公道只能经由国家当局来纠正。
 总而言之，“以怨报怨”这句话极少被以后的儒者引用，他们甚至会希望这是《礼记》原书中的一个
笔误。
在一本宋代名著《袁氏世范》中③，有下面一段，题目是“报怨以直乃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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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东汉的豪族》是杨先生的学术论文集，收入了杨先生早期力作《东汉的豪族
》、《国史上的女主》、《中国语文札记》、《帝制时代中国的作息时间表》等20余篇学术论文，充
分体现了杨先生在政治史、语言学、经济史、文献学诸领域的学术造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中国诞
生后第一次在大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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