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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中国经济史学习的门坎，纯系偶然。1959年，我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留校。
不久，我的老师，当时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成庆华先生找我谈话说：“咱们以后也
要搞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想培养年轻人，你年龄小，决定让你去考研究生。中山大学梁
方仲先生就招这方面的研究生，梁先生是名师，你准备准备去考，考上你就去，考不上还
做原来的工作。”我侥幸考上了，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一生与经济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中山大学，我跟梁先生学习的是明清经济史，梁师是位认真负责的老师，在他的指导下，
我感到了自己入了一点门。毕业后回原校工作，因工作需要，就搞了先秦、秦汉经济史。 

从考取梁先生的研究生学习经济史，至今已41年。在这期间，我主要从事经济史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现在，我从自己所写的文章中选取了27篇，出个论文集，目的有二：一是我出
生在山西的一个小镇，按我的家庭情况，只能学习到小学毕业，后来能上初师、中师，师
院，到中山大学当研究生，并且被安排学习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都是国家和人民培养

的。既然如此，我学的怎么样，应有个交代，有个汇报；二是在过去41年我学习经济史的

过程中，我的三位老师梁方仲先生、成庆华先生、汤明檖先生都先后去世。2000年又恰逢

梁方仲先生去世30周年，现在出此书，也是为了纪念我这三位已经逝世的老师。 

这里所选的27篇文章，围绕着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选入的有22篇。其中关于市与商品经济
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三篇；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基础理论探讨的两

篇；关于春秋战国土地赋税制度、劳动者身份地位变化的11篇；夏商周秦汉至隋唐犁的演

变的三篇；通过中外比较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三篇，以上共22篇。此外，还有学术评

论和回忆文章共3篇，并附录了两篇关于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
展贡献的文章。这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的某些认识不够全面，对其
在中国文化继承发展方面的贡献注意不够，有感而发，希望能引起注意。 

要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很困难的。这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多
变性和人们所受的种种局限所造成的。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与知识的不断更新，，人们
对历史的认识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而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作者不敢自以为是，本书
如有错误疏漏，蒙同行、读者指出，我将为此而高兴。 

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言中说：“吾之此
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
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则片言之赐，皆
吾师也。”先生这种虚怀若谷地追求真知的风范和气度，真令人敬佩。在这个问题上，我
愿意学习梁先生的这种精神，在行动上付之实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和荣幸。此为
序。 

著者 
2000年5月4日 

出处：《杨生民经济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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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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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