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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生教授曾师从漆侠先生治宋代经济史，对宋代区域经济史颇有造诣，后又研
究区域文化史，著述繁多。在诸多研究领域中，民生教授见长的还是区域经济史，
特别是对古代河南经济史用力最多，成果也最丰。最近读到他的新作《中国古代北
方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中国北方经济史》与其说是一部区域经济史，不如说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
重心演变和南移的专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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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等等，都是紧扣北方经
济重心的演变与南移而展开的，这种篇章架构既突出了本书的特色，也折射出作者
鲜明的学术个性。    

纵观此书，闪光的地方不少。闪光点之一是不囿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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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处的辩难，特别是对一些数据的分析和辩驳；闪光点之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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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魏晋以前，我国经济
重心在黄河中下游一线，有变动只是东西移动；西汉中期到唐以前，经济重心一直
在华北平原，安史之乱后开始南移，经过三百多年的反复，到北宋末年才完成南移
的历史进程，宋室南渡标志着我国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地区。这样的看法不同于以前
任何一家的说法。闪光点之三是严谨的学风，这一点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尤为难
得。学术研究追求的是个人的发现与发明，但并不是说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弃之不
顾，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合理的运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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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老实人的学风应该是值得我们提倡的。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史观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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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