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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而程民生教授的新作《中
国古代北方经济史》，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中国北方经济史》与其说是一部区域经济史，倒不如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重
心演变和南移的著作。全书共十一章，章章都和经济重心的演变有着直接的关联，
如第一章“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和思考”，第二章“文明的发祥与北
方经济重心的形成”，第三章“秦汉北方经济重心的发展演变”，第五章“隋唐北
方经济重心的鼎盛及南移的开始”，第六章“宋代北方经济的发展与经济重心南移
的完成”，而最代表作者见地的则是第十章“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
这种架构既突出了本书的特色，也折射出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总的来看，本书有
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者不囿于成说，敢于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辩驳、纠偏，提出自己的
研究心得，这些方面多散见于作者对以往研究成果不当之处的责难，特别是对一些
理论问题或者研究视角的分析和辩驳。比如针对有些学者对经济重心和经济中心混
用的问题，作者提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一般情况下不能通用。在作者看来，
经济重心地区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所
以研究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基本点，他特别提到，经济重心的南移问
题存在于整个古代史，立足于某一朝代的断代研究难免会以点带面，就事论事。而
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的深度思考，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常忽视的一些概念和问题
上，比如“开发、发展速度和实力的区别”、“经济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北
南两方各自的演变”、“北南方经济门类比较的范围”、“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的
关系”等。这些说明作者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古代经济史，并提供了
某些新的思路。 

第二，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作者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进程
中加以考虑，从整个北方经济史的视角加以研究，揭示整个北方经济重心的演变和
移动。尽管对这一学说，研究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应该承认这的确是一
家之言，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一家之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提示经济重心演变
南移的过程后，并不象有些研究者只把眼光投到南方，而忽视了北方经济的存在和
发展，似乎经济重心移到南方后，北方的经济进入了衰退期。作者在研究的基础
上，对北方的经济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承认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北方的经济进入
了关键的转折期，也是我国经济地理格局最大一次划时代的转折，但是在很长一段
时间北方的经济并没有衰退，虽然失去了经济重心的地位，“从金朝到明前期，北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方社会经济仍在顽强的发展，并没有衰退。北方经济的第二个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明
中后期，由原来的发展速度慢于南方而变为衰退。清代前期扭转了这一趋势，但到
了清代后期再一次衰退”。这种前后相因的观点，对人们正确理解古代经济重心演
变南移的过程很有帮助。 

第三，严谨的学风，这一点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尤为重要。在本书中，作者对前
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很好的吸收，但并不是照搬，更不是照抄，对合理的成分进行
吸收，并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诚如作者所言，“关于中国古代北方经济
重心形成、演变、南移的时间，我没有什么新发现，只是把各家学说的合理因素综
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论述”。 
    读完全书，有些问题可以提出探讨。首先，作者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中国古代经
济重心的问题，但实际上重点还是在研究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尽管朱绍侯先生在
序言中对作者的这一想法给予了肯定，但我觉得以《中国北方经济史》来涵盖本书
的内容似乎还不是很够，或许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演变史》更为恰当，至少在副
标题上应该点明。其次，对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和北方经济重心衰退的原因，
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所总结出的几个方面的因素固然很重要，但至少还有一
些方面的原因作者并没有考虑到，或者说在书中没有点明。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的
开辟，东南沿海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有没有影响，
或者有多大影响，书中对这个问题论述得并不多；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有什么关
系，政治中心的变迁是否就意味着经济重心的变迁；生态环境、生存环境对经济的
发展有多大的关系；气候变化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否产生一定的联系等，这些都应
该是我们关注的。尽管在本书中作者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研究的角度
和深度有待深化，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或许对说明古代北方经济重心
的演变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一定帮助。 
    不管怎么说，民生教授穷数年的辛苦，写出这样一部学术著作确为不易，这对
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些
看法，必然会使学术界对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老问题产生兴趣，能否会形成学术讨论
的高潮不敢下结论，但从现实的角度看，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历史上的经济
重心南移必然会对中国崛起的历史思考带来影响，如果真是这样，这部学术著作的
价值就非同小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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