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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年, 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了著名的 “宋代

近世说冶, 揭橥了唐、 宋社会分处于中世和近世两个不同的历史阶

段, 这主要是由于唐、 宋社会在文化形态上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一) 从政治上来说是贵族政治废弛, 君主独裁政治兴起; (二)

君主地位由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转变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 (三) 君

主绝对权力的确立; (四) 人民地位的变化, 贵族时代, 人民被视

同为贵族整体的奴隶, 到了近世则是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 (五)

官吏选举法的变化, 贵族时代是以九品中正的方式选举, 近世时代

则是科举制; (六) 朋党性质的变化, 唐代的朋党纯粹是以贵族为

中心的权力斗争, 宋代的朋党则明显地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

(七) 经济上的变化, 唐代是以实物作为财富标志的时代, 宋代则

是货币经济的时代; (八) 文化性质上, 无论是经学、 文学还是艺

术上的绘画、 音乐, 都体现了从贵族性到平民性的转变, 总而言

之, “中国中世、 近世的一大转换时期, 就在唐宋间冶淤, 也即中国

从宋代即开始迈入了近世时代。

那么什么是 “近世冶 呢? 内藤指出所谓的 “近世冶 主要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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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近世冶 时代是 “平民发展的时代冶, 在

物质上国家认可人民的财产权, 人民拥有较为清晰的私有权, 这是

物质上的变化; 在精神方面, 学问上自由研究精神大盛; 艺术方面

出现了文人画, 它的真意在于 (绘画) 脱离艺术家的专门领

域。 ……就算是外行人, 只要喜好艺术也就可以来画画冶淤; 工艺

方面开始了以平民为对象的大量生产, 尤以织物、 陶器为显著, 也

即工艺的平民化。 其次, 政治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内藤说政治的核

心在于统治, 而对 “统治冶 有所理解的绝不仅仅只有人类, 诸如蜂

蚁、 犬牛之流也都拥有统治权, 就此而论, 政治对于人类生活实在

是最原始、 最低等的存在。 对贵族而言, 在政治之外, 他们还有学

问、 艺术、 工艺等多姿多彩的生活要素, 但这对于身处被统治地位

的平民而言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然而, 随着平民时代的到来, 平

民生活的要素渐渐变得丰富起来, “道德已经不是为了让平民服从

他人, 而是为了平民自己的生活必要而存在了, 平民有了知识, 平

民也有了自己的趣味冶于, 平民开始追求贵族曾经拥有的精神生活,

它投射到政治上就是近世官吏生活的变化。 内藤说古代的官吏全身

心地致力于合理地管理人民的工作当中, 而近世的官吏不在以做官

为终生的目标, “中国人并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 当官不过是为了

保证生活而已, 在吏事之暇著书立说, 流传于世, 才是官吏的目

的冶, 因此, “连官吏自己也都已经不把政治看作是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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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也就可以明白政治的重要性在近代 (世) 的衰减了冶淤。 综上

可知, 内藤所谓的 “近世冶 并非是历史时间段上远近的划分, 他所

看重的是历史的时代内涵, 正如他自己在 《中国近世史》 一书中所

讲的: “史学上所讲的近世, 并不只是以年代来划分的, 必须看它

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冶于, 具体来说 “近世冶 的内涵就是 “平民时

代冶 的到来。

熟悉内藤学术的人大致都能了解, 内藤史学长于综括, 他能于

历史的纷乱中把握其潜移默运的 “大势冶, “宋代近世说冶 正是他

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凝练, 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历史未来的前行

方向。 在辛亥革命洪流的冲击下, 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轰然坍塌, 正

所谓 “满清失鹿, 群雄逐之冶, 连番登场的各种政治力量无不围绕

“专制冶 与 “共和冶 二途展开较量, 前者以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为代

表, 后者以孙文的革命党为代表, 到底是 “专制冶 还是 “共和冶,

时人也都如雾里看花一般, 即如梁任公所言: “夫共和之建, 曾几

何时, 而谋推翻共和者, 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 而其不识时务犹

稍致留恋于共和者, 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 天下之怪事, 莫盖

过于是; 天下之可哀, 又莫过是也。冶盂 不仅中国人自己对国家前

途感到迷茫, 就是西方列强也感茫然, 因而他们对于清政府和革命

党采取了 “不干涉冶 原则, 以观时局变动, 如德国外交部秘书致德

国驻日代办之电文: “帝国政府自中国变化开始以来, 即坚持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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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第 323 页。
梁启超著, 郑大华、 王毅编注: 《梁启超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广州: 花

城出版社 2010 年,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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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原则, 所有报纸传闻, 谓德国私人帮助清室军队, 为帝国政府所

前知云云, 实属不确。 关于此事, 或者至今未觅证据或者详查之后

知其不确。 无论在职或退职德国军官, 均未有在清室服务者冶淤;

唯独只有日本是想极力维持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希望通过此次对清

政府的援助, 消弭两国间因甲午战争引起的误解, “从此互相信赖,

共同维持东亚的大局冶于, 另一方面, 日本企图在列强并争的状态

下进一步瓜分中国盂。 日本政府如此的对华政策, 内藤表示出了坚

决地反对, 他认为清王朝已濒临灭亡, 中国的大势已趋明显, 逆势

而为对日本并不是最有利的榆。 尽管内藤是从维护日本在华根本利

益的角度来讲的, 但他对于清朝必将衰亡的历史大势的认知是合乎

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 而且不仅仅只是停留在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

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冶 之类的说教上, 他历史观察的起点就在 “宋代

近世说冶 上。

4

淤

于

盂

榆

王光祈译: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上海: 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 (1929 年),
第 4 页。

邹念之编译: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0 年, 第 44 页。
如 1911 年 10 月 15 日,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在有影响的军界领

袖中间传阅一份题为 《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我见 (绝密)》 的意见书, 他提出了瓜分中

国的八条纲领: (一) 照平素主张, 先标榜保全中国; (二) 到一定程度, 援助清朝, 防

止其颠覆; (三) 同时在绝密情况 (采取借用反对党之手段等间接手段) 助长叛乱分子,
而于适当时机居中调停, 使以满汉两族分立为南北两国; (四) 作为报酬, 使有利于解

决满洲问题; (五) 与上述两国缔结特殊关系; (六) 列强分割, 首先极力加以反对;
(七) 到大势所趋, 万不得已时, 我当然也取得应取部分, 但始终须装出并非本意的样

子; (八) 在我分得的地方, 北拥立满人小朝廷, 南拥立汉人小朝廷, 并以此为诱饵,
将其他列强分割地区的全部人心收揽于我, 以此准备第二幕的演出。 (参见王晓秋: 《近
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年, 第 178 页。)

(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支那時局瘴發展》, 東京: 筑摩書

房 1972 年, 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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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两个星期的 11 月 24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8 日, 内藤在京都帝国大学星期五的特别演讲做了题为 《清朝的

过去及现在》 的演讲, 后以 《清朝衰亡论》 为题出版。 在是论中,

内藤从兵力、 财政经济和思想变迁三个方面论述了清朝自嘉庆以来

国力渐衰的过程, 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对于中国的未来

而言, 内藤相信它在革命者的这一边, 他说: “今日官军的胜利或

者革命军的失败, 这都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大局。 无论怎么说, 革

命主义与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无疑的。 这是中国几百年来的趋势所

在, 今天完全改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冶淤 而事实上, 随着各省的

纷纷独立, 清王朝亦如内藤所预想的那样土崩瓦解了。

中华民国建立后, 袁世凯用尽政治权谋与手段, 窃夺了辛亥革

命的胜利成果。 但在内藤看来, 袁世凯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投机的政

客, 他既没有对共和政治坚定的政治信念, 也没有脱离传统政治的

窠臼, 于是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推行 “洪宪帝制冶 的 1914 年于,

内藤发表了 《支那论》 一文, 开门见山地提到: “将来的中国是君

主制还是共和制, 是最重大的问题冶, 而且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

决, “要有通达历史的精神, 又要能够超越历史的痕迹冶盂, 这是什

么意思呢? 内藤说: “看清一个国家国情的惯性, 它的国土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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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清朝衰亡論》,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年, 第 237 页。
1914 年 5 月袁世凯召开会议, 废除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颁布 《中华民国约

法》 (又称 “袁记约法冶), 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 大权独揽, 随即又废掉了国务院,
改设政事堂, 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8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 《共
和与君主论》 替袁世凯鼓吹君主制; 杨度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于 8 月 14 日发起了筹安会,
公开进行复辟活动; 12 月 23 日冬至, 袁世凯更于天坛上演 “祭天冶 闹剧。

(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支那論》,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年, 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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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发动力正倾向于何处并往何处发展, 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

发展的方针而不是考虑其他别的方法。 这种惯性的、 自然发动力的

潜移默运的力量, 当前正处于耀眼夺目的急转变化之际, 在这表面

激烈顺逆混杂的流水底下, 必定有一个或缓、 或重、 或钝、 或强的

力量推动着水流朝向某一固定方向前行。 能洞察此种潜流, 此即是

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冶淤 基于此, 内藤认为尽管袁世凯手握

重权, 表面上似乎可以恣意妄为, 但这毕竟只是 “激烈的顺逆混杂

流水冶 的历史表象, 它改变不了中国历史前行的 “潜流冶 ———即

中国走向共和制的历史大势。 那么, 这个历史的 “潜流冶 究竟是什

么样的呢?

这还得从中国 “近世冶 说起。 内藤说: “历史学家划分时代,

常常是确立上古、 中古和近世名称, 而且只是简单根据时代距离现

在较远的为上古, 其次是中古, 最近的是近世。 作为简单意义上时

代划分法, 又有各个不同的内容。冶于 内藤举例, 如西洋的近世,

它就意味着文艺复兴之后, 西洋社会一般民众势力的增加、 新土地

的发现、 经济上的异常、 社会组织的变形等; 日本的近世则体现的

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渐渐发生变化的时代, 即武家的勃兴, 也即是平

民势力增加的时代; 对于中国的近世, 内藤持有与日本相同的看

法, 即平民势力兴起的时代, 具体说来就是 “从唐代中叶开始, 经

过五代, 及至北宋……这个便是中国近世逐渐显现并日渐稳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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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支那論·緖言》,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年, 第 306 页。
(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支那論》,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年, 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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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冶淤, 也就是所谓的 “宋代近世说冶。

当然, “宋代近世说冶 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说明 “宋代是近世

的开端冶, 因为历史始终是在前行的, “近世冶 的历史也是一个持

续发展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历史运动的惯性, 就是内藤

所谓的历史的 “潜流冶, 它才是中国历史前行的方向。 那么, “近

世冶 历史 “潜流冶 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还得从 “近世冶 时代的

内容上来分析。 内藤指出, “近世时代冶 亦即是 “平民时代冶, 如

何来认识呢? 首先, 平民国家地位的确立。 在贵族政治的时代,

“君主之地位, 大而言之, 为贵族阶级之私有物; 小而言之, 则为

其中某一家族之私有物冶, “在唐朝之前, 如果某一天子的系统统治

了国家, 那么一国的人民就成为天子家族以及名门望族的奴隶冶于。

中唐 “两税法冶 的推行使人民在居住制度上获得了自由解放, 摆脱

了对土地的人身依附; 到了宋朝, 王安石推行新法不仅确认了人民

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且还承认人民有自由处置土地收获物的权力, 这

样, 人民就不再附属于贵族集团, 而成为国家的庶民; 其次, 平民

政治权利的提升。 贵族时代的政治就是 “政治权利由贵族集团所垄

断冶, 平民什么权力也没有, 同样君主对于贵族而言也没有什么实

际上的权力, 因此, 在贵族时代崩溃之后, 君主自身成了绝对权力

的主体, 不再与他人分享这一特权; 与此同时, 随着贵族集团的逐

渐丧失, 平民从贵族集团的奴仆转向了直接面对君主的臣民, 在官

吏地位的分配上有着均等的机会, 而且平民的财产权也得到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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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支那論》,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年, 第 308 ~ 309 页。

(日)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 《支那論》, 東京: 筑摩書房 1972
年, 第 313、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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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 这样在相对权力的获取上, 面对整个贵族集团, 君主和平民

就站在了同一起点上。 但在社会结构上, 他们则分属对立的阶级阵

营。 即便如此, 随着近世社会的到来, 横亘在君主与平民之间的贵

族消失了, 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加快了, 在皇权的支配下, 平民阶层

有了更多上升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 皇权对平民财产权的部分认

可, 是保障平民阶层兴起的重要前提, 如此一来, 社会阶层不再区

分 “良冶 “贱冶, 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是平民时代的 “近世冶, 又是君主独裁政

治的 “近世冶, 这两者是如何共处于 “近世时代冶 的呢? 内藤指

出: “贵族消失的结果是君主拥有了超越于万民之上的地位冶, “随

着君主地位的变化, 结果臣下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今

的天下终于彻头彻尾地成了君主的私有物。 所谓天下, 化为了君主

的私有财产。 因而, 自古以来天下乃天子与名门望族所共有的形态

至此也就消失了冶淤, 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私有物———天下, 它在政

治制度的设计上采取了有意识地重复设置官僚和推行官员回避制,

前者的目的在于分权, 是官僚之间相互制约, 但 “这种制约官僚权

限的做法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在君主独裁政治下的中国出

现了数量惊人的官僚。 他们都是直属于天子的仆从, 没有自由裁量

权冶于。 另一方面, 也正因为是 “平民的近世冶, 政治的重要性在下

降, 官员们也都不以做官为唯一的目的, 所以官员群体对于权力的

有无与大小并不十分看重, 这也就是内藤所指出的君主独裁政治的

8

淤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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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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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摇 摇 序

特征之一———官僚的无责任心; 后者的目的在于防弊, 近世以来君

主独裁政治, 为了获得中央集权也即是无限的君主权力, 在国家政

治制度的设计上, 采取了 “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冶 的方式, 官员基

本上不能在本籍出仕, 这就是近世政治中的另一问题出现了, 这就

是胥吏。 内藤指出, 由于官员的任职地基本上都不在自己的出生

地, 官员由于缺乏任职地的相关情咨, 加之对语言、 风俗等的陌

生, 这使得他往往难以很快适任政务的需要, 所以他必须借由熟悉

地方的胥吏来帮助完成政务工作, 这样胥吏成为实质上握有行政权

力的群体, 对此, 内藤指出: “从大势上来看, 胥吏诚然握有权力,

但也可以说与人民相接触者拥有权力, 胥吏夹在人民与官吏之间,

中饱私囊, 不用说, 这确实是弊政。 说穿了, 就是与人民相接近

者, 势力增加, 而作为上级者, 实际上却渐失其势。 ……现在正处

于如排除与人民相接近的一个阶级, 势力马上便回归人民的关键时

刻。 ……纵观唐以来的变迁, 在刚开始的时代人民的自由或是个人

的权利是绝不会受承认的, 后来才慢慢变化发展至能予以承认的时

代, 其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人民成为政治要素 (中心) 的倾向。 ……

世界大势的变迁, 即便有时出现复古的形式, 但实质上都是朝向新

的势力中心、 新局面发展运动的。 君主独裁政治的流弊臻至极处,

并不是重新回到贵族政治, 而是向另一种政治转化, 这便是大势的

自然。冶淤 因此, 在洞晓了中国 “近世冶 以来社会发展的大势之后,

再来看待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 就能深刻理解只有 “身处最高层冶,

才能 “不畏浮云遮望眼冶。

总之, 内藤的 “宋代近世说冶 既是历史的论断, 又是现实政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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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预测的依据, 张广达先生说: “内藤湖南生当日本盛世, 展示

了豪迈用世的气概冶淤, 内藤不拘于对历史进程的排序, 他所着意

的地方在于历史发展的大势, 诸如潜移默运、 潜流等, 就是要在历

史中看待现实, 在现实中去发现历史, 因此, 我们也难以判断 “宋

代近世说冶 到底是现实催生的历史呢还是在历史中去认知现实, 但

内藤在这其中不断强调 “平民冶 的时代个性, 倒是给了笔者观测宋

代社会的新视角, 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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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中世的贵族社会形态

第一章摇 中世的贵族社会形态

历史, 意味着承接和开启, 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往往采用追

溯与展望的方式来思考, 如晚清康有为发挥公羊 “张三世冶, 认为

人类经过了 “据乱世冶 “升平世冶 “太平世冶 三个阶段, 并以之作

为 “维新变法冶 的政治依据。 内藤湖南在考察中国历史的过程中,

也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上古、 中古和近世, 每个历史阶段都

有各自的时代风貌, 也只有体认了各个阶段历史的内涵, 才能把握

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向, 这是内藤史学的基本方法, 因此对于中国近

世的考查, 就有必要先从魏晋以来的中古时代着笔。

第一节摇 魏晋以来的士族时代

内藤湖南在 《中国上古史》 的 “绪言冶 中认为 “依照文化的

时代特色而划分时代……东洋史 (即中国史) 即可大体划分为四个

大的时代。冶淤

第一期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上古时代

第一期还可以再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是中华文化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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