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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简介

1937年10月生， 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9年在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开办的先秦史进修班学习，经徐中舒先生推荐在《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2、3期发表了《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否定中国经过奴隶社会，详细
分析了古典世界和非古典世界的社会发展道路，后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探索奖”。回到青海
师范大学后继续进行相关研究，研究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吐蕃、南诏、契丹、党项、女真、
蒙古10 个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奴隶制，写下了10篇论文，均以“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
隶制性质”为副标题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陆续发表。后把这10篇文章连同《
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等一共10余篇文章汇集成《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一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获青海省哲学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和李学功共同写作《三代社会形态
——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书中正式提出夏商西周是
村社封建社会，战国后是地主租佃制社会，获青海省哲学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又写作了《中国古史
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晁福林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对其
评价道：“张广志先生这部大著是继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等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
》之后，又一部有分量、有系统的总结性的著作。”参与写作了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
与文明书系”中的《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一书，书中同样贯穿着
自己的中国无奴隶社会观点。因此为无奴派五家（黄现璠、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张广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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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

精彩书评

1、转自：http://hi.baidu.com/warringstate/blog/item/d5ce85c227cbdd130ff47753.html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
，前后延续半个多世纪，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殊表现之一。在政治与学术的
密切结合上，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可谓是一个典型。研究中国现代史学，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是无论如
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可能许多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不大感兴趣了，然而曾几何时，它却曾
经是最为热门的一个学术话题，是所谓的“五朵金花”之冠，是上层领导与下层的读书人差不多算是
人见人喜的一朵花儿。金光闪闪的这朵“花”是一定历史时期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你看，关于
这个问题，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意见，尽可以发表，“不打棍予，不抓辫子”，洋洋大观乎，连篇累
牍乎，真是“繁荣”“热闹”得不得了。细想起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
主要在于这花儿上有“血染的风采”。一是，正如张广志先生所说为这朵花“耗费了一大批史学工作
者多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心血” (见本书《前言》)，学者们精研经典，覃思冥想，发表自己的真知灼
见。人们喜读这样的论著往往是出于对于这批学者的敬仰之情。这血染的风采还在于，在阶级斗争理
论为纲的时代，这几乎成了划分学术上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的一个分水岭。棍子是可以不打
的，但必须在一定的道路上走，在一个划定了的框子里 “转”。如果你挨了打，被戴上一顶反动帽子
，付出惨重代价，那也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自己走到“资产阶级”的那条路上去了呢?谁让你看不清
争鸣之前的那个 “框子”呢？出了格儿，只拉车不看“路”，自然会跌到悬崖下面去。这是阳谋而不
是阴谋。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实在是特殊时代里面令学者莫名其妙的悲哀。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还是取得了重要成绩的，不少学者的真知灼见，他们对于古代文献的精研，
对于地下考古材料的探索，至今还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然而，学者们精研多年的中国古史分期问
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呢?着急恐怕即在于这个“问题”(即“框子”)本身是有问题
的。古史分期的讨论的大前提是“五种生产方式”说。学者们认真检讨这个大前提是“文化大革命”
以后的事情。经过较长时期的思考，许多学者已经怀疑“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正确性，并且深刻指出
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当时，以高度的学术敏锐，旗帜鲜明地提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
的必经阶段，并进行了认真研究以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首推张广志先生。张广志先生这部大著是继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等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之后，又一部有分量、有系统的总
结性的著作。张广志先生长期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副会长，对于先秦史及中国古代史有很深的研究
功力。他的论析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并非偶然，他的专著及论文对于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实有筚
路蓝缕之功。由他进行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总结性的研究，必将有力推动社会形态研究的进展。总
结过去当然是为了创新未来。今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恐怕会转向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路
子上去，社会形态研究毕竟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大任务大课题。现在不少通史类或断代史类的著作
以及教材，对于社会形态问题取回避态度，这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矜慎做
法。但是长期的回避毕竟不是良策。中国古史研究毕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即这个历史阶段不是奴隶
社会，那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正如张广志先生所说“回避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人们总想要
知道一个答案。中国古史的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张广志
先生对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可以说是为中国古史的社会形态研究所进行的开路奠基工作
。他这部专著所进行的材料梳理，系统研究，所花费心血之巨可以想见。作为晚学后辈，我本来没有
资格为张先生的这部大著作序，由于不敢违背张先生的命令，所以写了以上一些学习体会，以表达对
张先生学术研究创新精神的钦佩。晁福林壬午年春节后六日识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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