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社会与政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代社会与政治>>

13位ISBN编号：9787207089847

10位ISBN编号：7207089848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谢乃和

页数：3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社会与政治>>

内容概要

　　《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选题是“古代社会与政治”，这是很宏观的视野。
作者立足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烘托出当时的政治特质，全景式地展现其社会
面貌；同时作者又以“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为副标题，证明本书是以此为核心，聚焦式透视影响古
代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关键点，使当时社会的政权机构、国家结构及相关政制建构的理论基石等问题凸
显出来，从而具体解决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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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绪言第一章 古代文献与上古等级臣僚体制第一节 《仪礼》所见周代等级臣僚形态一、
天子之王臣二、诸侯之公臣三、卿大夫之家臣四、士之私臣五、《仪礼》中职官史料之价值第二节 《
周礼》“冢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一、问题的缘起二、文献彝铭中的“王家”及其管理者“宰
”三、金文中作为经济实体的“王家”与宰官的常职四、册命金文中的宰官地位：兼论王室事务官与
王朝政务官的官联五、结语第三节 古代文献“冢宰”最高辅相说与先秦宰官源流一、文献所见冢宰为
最高辅相说二、殷刻辞彝铭所见宰职及其分化三、宰职演变之一：周代贵族家务总管及其常职四、宰
职演变之二：殷周冢宰摄政五、冢宰制国用与周代祀典制度六、周公以后的冢宰与太宰七、结语第二
章 古代家臣与上古官僚体制第一节 春秋时期晋国的家臣制度一、春秋时期晋国私家政权化二、春秋
时期晋国家臣的层级结构三、春秋时期晋国家臣的仕进四、春秋时期晋国家臣的管理五、春秋时期晋
国家臣制的演变第二节 春秋时期齐国的家臣制度一、私朝与陪臣：齐国私家职官的制度化二、春秋时
期齐国私家之职官体系三、春秋时期齐国私臣的选拔四、春秋时期齐国私臣的管理五、结语第三节 春
秋时期鲁国的家臣制度一、春秋时期鲁国私家之朝二、春秋时期鲁国私家职官的系统三、春秋时期鲁
国私家职官的仕进四、春秋时期鲁国私家职官的管理五、结语第四节 春秋家臣屡叛与“陪臣执国命”
成因一、地位一般家臣掌政而叛乱二、邑宰之叛三、陪臣执国命：阳虎专鲁政四、春秋后期家臣叛乱
特点及其原因五、结语第五节 古代家臣与先秦宰相制度的起源一、宰相起始诸说二、春秋以前的相及
其演变三、相与战国时宰相制度四、家宰、相室与宰相、相国：从称谓的演变看宰相制度的起源五、
结语第三章 古代性别与上古政权组织第一节 金文中所见西周王后的事迹一、传世文献所见西周后妃
的形象二、文王后太姒的事迹三、武王后邑姜的事迹四、成王后王姒的事迹五、康王后王姜的事迹六
、昭王后的事迹七、穆王后的事迹八、恭王以后西周王后的事迹九、结语第二节 西周官制中的王与后
分治制度一、礼书所见周代性别分治政权组织二、周代可信典籍所载的性别分治政权组织三、出土文
献记录的王与后分治制度四、结语第三节 殷周时期贵族妇女角色之演变一、文献卜辞所见殷商时期贵
族妇女与政事迹二、殷周鼎革与周代礼制下贵族妇女角色三、宗周覆灭与东周性别角色理论的总结第
四节 古代性别政治与先秦女祸观的起源一、文献所见古代妇女的归属地位二、文献所见古代妇女的获
致地位三、三代亡于女色与女祸观念的产生四、古代中国性别政治之形成第四章 古代血统与上古国家
管理体制——周代姓氏制度及其社会政治功能为中心第一节 姓氏之辨与周代职官的姓氏职守一、宗教
文化类职官与周代姓氏之学二、官联类政务官与周代姓氏之辨三、傅保类职官与周代贵族姓氏教育第
二节 周代以同姓为本位的封建政治一、周代赐姓制度与族邦的归属二、同姓不婚与同姓、异姓、庶姓
族邦的区分三、周代政治中族姓有别现象述要第三节 周代政治中的命氏制度及其政治功能一、宗法制
与周代姓氏的三级结构二、分封制与周代赐氏命官第四节 古代国家管理体制的转型与先秦姓氏合一一
、古姓社会政治功能的演变二、古氏功能嬗变与先秦姓氏合一第五章 古代思维与上古社会政治思想第
一节 《山海经》与上古初民思维——东夷鸟崇拜为中心一、《山海经》所见东夷原始宗教中的鸟崇拜
二、商周可信史料中东夷鸟崇拜之记录三、考古人类学资料中东夷鸟崇拜之印证四、结语第二节 野蛮
与文明之际思想变革的一个案例——古代中国华夷观念的起源一、问题的缘起二、原始思维与初民社
会的族群区分三、野蛮与文明之际华夷观念的发生及演进四、华夏族“杂糅”思维的遗存与结束第三
节 古代思维与周代德治一、近代政治学说与周代德治二、古代礼制与周代德治三、周代德治与古代思
维的演进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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