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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魏是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由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
魏孝文帝拓跋宏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继承儒家传统，提出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思
想，并且领导了太和年间的改革运动，推动了拓跋部的汉化。
本书着重论述当时的社会背景、拔跋宏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的渊源、形成、主要内容与影响，进而揭
示太和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若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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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维荣，浙江宁波人，1957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所副研究员，曾
先后赴南斯拉夫、日本进修，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合作
编写、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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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但是也应该指出，北魏前期社会仍然存在着一些历史的特点。
首先是封建经济基础不稳固。
由于授田、兼并和掠夺，许多地区存在着贵族和豪强的大土地所有制，此外还有大片的牧场和荒地。
这就是说，拓跋部传统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是很不彻底的。
而且，“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天灾人祸往往使农民陷于破产流亡的境地，被迫依附于豪
强地主，备受剥削和役使。
因此，北魏缺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因，政府的税源经常面临枯竭的境地。
在政治制度上，虽然仿效汉族王朝初步建立起一套官僚系统，但仍然存在着若干深刻的原始落后的痕
迹。
基层采取宗主督护制，政权的社会基础比较脆弱；官吏不发俸禄，靠掠夺百姓肥私；中央机构尚未健
全，错杂着拓跋部的原始因素。
特别是鲜卑贵族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汉族士族的利益更谈不上受法律的充分保护。
崔浩事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方面，在推行汉化的同时，拓跋部依然保留着不少从塞外带来的骠悍勇武、擅长骑射的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
这与汉族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反差，使饱受诗书礼乐熏陶的汉族士人极为反感，也难以为一般的汉族
人民所接受。
因此，汉族与拓跋部之间的心理鸿沟和民族对立并没有消除。
从整体上说，汉族上层和拓跋部统治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猜忌和矛盾，还没有实现在文化相通和利
益一致的基础上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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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拓跋宏评传》曾荣获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获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创
新奖”，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国家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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