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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甘泉，1931年11月生，福建省石狮市人，1949年4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肄业。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干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任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l卷(主编)，《中国史稿》第2、3卷(合著，郭沫若主编)，《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合著)，《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
》(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电卷》(主编)。
先后发表有关先秦史、秦汉史、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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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在这场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有不少学者都把中国看作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典型。
有的人，或者出于他们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或者因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在讨论这个问
题的时候，散布了不少错误的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卡尔·威特福格在他的《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出版)和其他一些著作中，
就曾利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肆意诽谤和攻击中国革命。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威特福格的著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另外有一些外国学者，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于威特福格，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所发表的一些意见
也是不正确的。
例如，意大利米兰艺术学院的翁贝托。
梅洛蒂教授，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55(1972年出版)中
，也说什么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基础之上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
梅洛蒂的这本书尽管包含了一些令人感到兴趣和值得重视的论点，但全书的基本观点却是我们所不能
同意的。
    本文旨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顺便对梅洛蒂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P1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与争论的症结    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归
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意见：(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或原始公社；(二)认为亚细亚
生产方式是从原始社会转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继原始社会之后，既不
同于奴隶社会、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四)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的奴
隶社会；(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形态；(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
方的封建社会；(七)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假设，后来他已经放弃了这一概念。
以上几种论者，都声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
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我们认真地考虑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前
后是否有所变化?二是人们所引证的马、恩的论述，是否都能用来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如果我们不是
根据马、恩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片言只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形成过程，对亚细亚
生产方式作历史的考察，也许就可以在认识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有一点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原始社会史的认
识，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有这样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
”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这句话的下面，加了一个注说：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
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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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入的各篇文章，内容涉及周秦两汉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和20世纪史学史三个方面，都是发表
过的旧作，大体反映了我50年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
旨在阐述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
历史主义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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