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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读后

杨兆贵

( 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 中国澳门 999078)

周代宗法制度是周初创立的重要政治制度。高婧聪 《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

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 围绕宗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及其对周

代国家结构建构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该书从纵向、横向两方面论析周代宗法制的起源、发展，专论宗法制中各

个层面的现象。第三、第四章从 “大历史观”角度具体论析宗法制度发展历程: 历

论新石器时代晚期、殷商、周初这几个阶段宗法制逐步发展的历史，周以武王克商、
周公东征等事件为契机，使宗法血缘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成为国家结构的建构原则。
第四章纵论宗法制度在西周初期、前中期发挥积极作用，在东周时期则遭到破坏等问

题，详论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的关系。与以往多把周代分封诸侯国的现象加以单

独探讨的研究所不同的是，该书从整体上考察周初以来的国家建构方式，认为分封制

度是宗法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第五、第六章从横向阐释宗法制度下周代的基本社会

关系与等级形态，特别研究宗子、宗子母弟及宗妇的身份、权力和地位，指出宗法制

度决定了周代国家结构与周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第二，该书不少研究观点融旧出新。首先，该书对宗法制内容的研究，既宏观地

对宗法制发展进行深入论述、高度概括，又微观地分析宗法制度各项内容及其在周代

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避免碎片化的研究。第七章探讨周代宗族的一般建构模式及

宗法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表现形态，并举遣氏、郭季氏、南氏三个典型的宗族来论证这

一问题，较好地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其次，在理论运用上，该书运用目前国内

先秦史学界热议的中国早期国家理论，以之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周代宗法制度和国家结

构的关系，以及上古三代尤其是周代国家性质等相关问题。此外，该书受法国年鉴学

派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的启发，把新石器时代至三代甚至三代至两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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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时段来考察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再次，该书对 “宗法”一词至宋代

才出现这一现象进行抽丝剥茧的缕析，也是该书的亮点之一。作者深入发掘 “宗法”
一词出现的时代背景及未见文献记载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认为此现象实际上是周代

社会本质及上古到中古社会观念变迁的反映。
第三，该书重视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诠释宗法制的思想观念内涵。周代宗法

制旷日长久，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并影响了周代社会甚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该书

这方面的研究与前贤重点关注孝、仁、友等具体观念范畴不同，而从周代宗法观念盛

行的社会条件即周礼与王官学的影响谈起，探讨礼书、《左传》等史籍及金文中对于

宗法观念的不同角度的记载，全面认识周代宗法观念的内涵，指出周代宗法观念的变

迁历经了从宗法制度在社会范围内的贯彻到深入思想观念、最后变为世俗准则的过

程。西周晚期社会变迁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最后，该书对宗法制的研究，是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周代宗法制度系统研

究的有力补充，既有助于认识中国早期国家建立及其理论、周代甚至中国古代的国家

治理功能与治理能力的重大问题，也能推进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理论的继续探讨。
作者对宗法制度研究用力颇深，把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起

来研究，且最大程度地利用最新出土材料，由于作者具有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力、会通

的史观，故该书较多体现出学术前沿的成果特点。相信该书对周代宗法制、政治史、
社会史、早期国家建立及其后的经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会大有帮助。

( 责任编辑: 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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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藩制度研究》出版

赵云田著 《清代理藩制度研究》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6 月出版，

全书共 12 章，62. 4 万字。作者以清代

官书、档案等资料为基础，全面论述了

清代藩部的形成，清朝理藩的机构，藩部

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宗教、联姻

等制度，评价了清代理藩制度的历史影响

和局限性，并附有清代理藩大事记。该书

是研究清代理藩制度的集大成之作。
清代以合理的理藩制度，促进了藩

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各民族

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这一制度

也有利于稳定社会局势、维护国家统一

和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