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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本书题为《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略分为“国家与社会”、“财政与经济”两大
板块，共论文14篇，汇集了这些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学科部分成员的主要成果，也给
了我们反思学术历程的难得机会。
丛书总序已经概述了江西自唐中期尤其是宋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变迁和目前江西师范大学良好的发展态
势，以及历史学学者们作出的整体贡献，在此谨对中国古代史学科方向的学术传统及发展现状略作说
明，以为后记。
　　20世纪40年代，谷霁光教授从厦门大学来到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史学系，开创了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立场研究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史学路径和方法。
这一路径和方法，成为本学科方向的基本特色。
谷老毕生从事中国兵制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以南北朝隋唐史为重点，代表作为《府兵制度考释》，至
今仍代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其后欧阳琛先生在明史特别是明代政治史、制度史领域，黄今言先生在秦汉史特别是赋役制度、军事
制度领域用力甚多，成果颇为丰厚，至今形成了以方志远教授为带头人的侧重“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
研究”的中国古代史方向。
中国古代史学科方向承继优良的学术传统，经过近七十年的努力，先后获得经济史、中国古代史硕士
点，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和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目前，这支队伍以方志远教授、赵明教授、周洪教授、王东林教授、陈晓呜教授、陈金凤教授、谢宏
维教授、温乐平副教授、王刚副教授、叶群英讲师等为中坚力量，结构合理，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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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为《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略分为“国家与社会”、“财政
与经济”两大板块，共论文14篇，汇集了这些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学科部分成员的主
要成果，也给了我们反思学术历程的难得机会。
丛书总序已经概述了江西自唐中期尤其是宋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变迁和目前江西师范大学良好的发展态
势，以及历史学学者们作出的整体贡献，在此谨对中国古代史学科方向的学术传统及发展现状略作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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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2月出生于江西吉安，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国宝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
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首都师范大学兼耻渊、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学科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制
度史及区域社会经济史。
主持井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厦英才基金项目等课题多项。
出版《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等学术著
作7部、人物传记3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约60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等发表史学文章100余篇。
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等奖、华东地区图书⋯等奖各1项（以上为集体成果）、江
西省社科优秀成果及江西省高校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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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国家与社会“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山人”与晚明政局明代苏松江浙
人“毋得任户部”考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与地域文化的转移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江
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力例化干戈为玉帛——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
家试说秦汉社会消费观念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财政与经济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
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经营方式——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一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
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二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汉代江南城市与商业问题述论汉代不同农耕区之
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根食生产为研究中心秦汉时期生活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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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进程总是和经济发展同步。
　　岱岳齐鲁的富庶，孕育了孔孟诸贤；中原大地的繁华，造就了三晋英豪。
关中的沃野千里，更营造出汉唐雄风。
　　尽管徐孺子在东汉被称为“南州高士”，但自中原视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西尚为“蛮荒
之地”。
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应是江西的意外之喜，所以当王勃乘着酒兴龙飞凤舞地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时，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
而且，将“徐孺下陈蕃之榻”作为“人杰”的例证，如果不是客人的过于随意，也说明主人实在提供
不了太多让客人称道的素材。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开始不动声色地向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行进。
唐中期开始发生的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彻底改变了国内
的交通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的改变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江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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