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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十年 来
,

元 代社 会史 研 究受到 了学 术界 的重视
,

据 不完全 统计
,

各 种刊 物发表

有 关 论文近 70 篇
,

并有 专 著 问 世
,

内 容包 括婚姻
、

礼俗 习 惯
、

阶级结 构 和 乡 村研 究等 间

题
,

本 文试 对这 一 时期 研 究状况 作 一简要 回顾
。

一
、

社会 生活

社会 生 活 是社 会史 方面 的重 要 内容 之 一
,

近年 来元代 社 会生 活 方面 的研 究 越 来越 受

到 重视
。

关 于 元大 都和 上 都 的社 会
、

宫 廷 生 活等方 面
,

陈高 华作 了不 少研 究
,

其 中有 他

和 史 卫 民 合著 的 《元 上都 》 (吉林 教 育 出 版社
,

1 9 88 年 )
,

系 统地研 究 和 探 讨 了 元上 都的

宫廷 生 活
、

经 济生 活
、

政 治 生活 和 宗 教活 动 ; 其专 著 《元 大都 》 ( 北 京 出 版社
,

1 9 8 4 年 )

专 门以 研 究元 大 都 的 宫 廷 生 活
、

都 市 生 活 与风 俗 习惯 为主 题
。

此 外
,

他 还 先 后 发 表 了

《从 <老乞 大 >
、

<朴通 事 > 看元 大 都 的社 会 生 活 》 ( 《北 京 史苑 》1 985 年第 3 期 )
、

《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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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酒和 社会 生 活 探 究 》 ( 《中 央 民族 学 院学 报 》 1 9 90 年 第 4 期 ) 和 《元大 都 的饮食 生

活 》 ( 《中国 史研 究 》19 91 年第 4 期 )
,

揭示 了 各 民 族 之 间的相 互交往 及 其对 当时大 都社

会 生 活 的影 响
。

其 中后两 篇 中的前 者考 察 了元大 都 的酒 以 及饮 食 的品 种
、

生 产管理 和 饮

用情 况 ; 后 者对元 大 都饮 食结 构及 其形 成原 因 作 了 深入 分 析
。

他指 出
,

空 前 规模 的多 民

族 国 家的统 一
,

国 内各 民 族
、

各地 区 间 经济 文化 联 系与 中外经 济文 化 交流
,

以及 大都 的

地 理 环 境等
,

都对 元 大都 的饮 食结 构产 生 了 重要 影 响
。

贾 洲杰 的 《元 上 都 的经济 与居 民生 活 》 ( 《蒙古 史研 究 》 第二辑
,

198 7 年 ) 对上 都的

经 济
、

帝 王 的生 活 方 式
、

居 民 社会 生 活 作 了 研 究
。

叶新 民 的 《两 都巡 幸制 与上 都 的宫廷

生活 》 ( 《元史论 丛 》第 四 辑 ) 通 过 对巡 幸 的时 间和 经 过 的骤路
、

息从 的官 员 和 军 队
、

巡

幸仪 式等 的研 究
,

探 讨 了两都 巡幸 制 ; 通过 对 朝会
、

燕 飨
、

祭 祀
、

游猎
、

宫 廷歌 舞
、

角

抵 与放走 及游 皇城等 活 动的研 究
,

探讨 了上 都 的宫 廷生 活 情 况
。

关 于 礼 俗方面
。

周 良霄 的 《蒙古选 汗仪 制 与元朝 皇 位继 承 问 题 》 ( 《元 史 论丛 》第 三

辑 ) 利 用 中外 文 史料 系统考 察 了 蒙古 早期 推选 大汗 的整个 程 序和 仪式 以及 宗 教巫 术在 大

汗 即位仪制 中的地位 和作 用
,

揭 示 了选汗仪 制 中原 始 民主主 义 的残 留和 影 响
、

蒙 古君 臣

间的誓约关 系
、

窝 阔台之 后选 汗仪制 的变 化 以 及元 朝皇位 继 承 的特 点
。

黄 时鉴 相继 发表

了 《元代 的礼 俗 》 ( 《元 史及北 方 民 族史研 究集 刊 》 第 n 期 ) 和 《元 朝庙制 的二元 性特

征 》 ( 《元 史论 丛 》 第五 辑 )
,

前文 以 祭 祀
、

仪 制
. 、

婚姻
、

丧 葬和 岁时 节序 五个方 面 说 明

了元 代礼 俗具 有的二 元性
,

即一 方 面它基 本上 是 中国传 统礼 俗的继 承 和发 展
,

一 方 面它

又 含 有浓 厚
、

鲜 明的蒙古 民族 礼俗 的 因 素 ; 后 文分 析 了 元代 庙制 的两个 重要 特 征
,

即蒙

古祭 祀 和 双 重庙 号
,

进 而 指 出
,

忽 必 烈 建立 元 朝基 本上 采用 汉 法进 行 统治
,

同 时也 保存

了 许多 蒙古 固有 的制 度和 礼俗
。

韩 志远研 究 了 元代 的社 会 风 尚
,

认 为蒙古 习俗 对 内地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导 致 中 原 地 区 原 有 的 孝 道
、

节 烈 观
、

丧 葬 习 俗 等 都 发 生 了 一 定 变 化

( 《关于 元代 社会 风 尚的几 个 问 题 》
,

载 《社 会学 研 究 》1 9 9 1 年第 3 期 )
。

赵 永铣 在 《祝 赞

仪礼 与蒙 古族 民俗 的发 展 变 革 》 ( 《内蒙 古社 会科 学 》1992 年 第 5 期 ) 中
,

通 过 对蒙古 族

独特 文艺 形式 祝词
、

赞 词 的研 究
,

不仅 可 以看 出蒙古族 各 个 时期 生产方 式 的变 化
,

同 时

也可 以 发 现 它 和 广 泛 的人 民 生 活及 其 民 俗
、

风 情 的 紧密联 系
。

蒙古 族 建立 的元 朝统 治 中

国近 百年 之 久
,

在 此期 间
,

为 数不 少 的包 括 契丹
、

女 真等 族在 内的广 义汉 人
,

放弃 原 民

族 姓名
,

改用 蒙古 姓名
,

出 现 了 大 量带 蒙古 姓 的汉 人
。

那 木吉 拉 的 《元代 汉人 蒙古 姓名

考 》( 《中央 民族 学 院学报 》199 2 年 第 2 期 ) 从 当 时 的社 会 环境 和 历史条 件 中寻 找 了 产 生

这 一社 会现 象 的原 因
。

蔡 志 纯 的 《元代
“

烧饭
”

之 礼 研 究 》 ( 《史 学 月刊 》 1984 年 第 1

期 ) 对 蒙古 人丧 葬致祭 的
“

烧饭
”

仪式 进行 了探 讨
,

概述 了其 源流 和 内容
。

蒙古 人 的丧

葬 习俗 主 要 有早 期蒙 古人 流行 的
“

天 葬
” 、

萨 满教徒 的 露棺 墓葬
、

土 葬 法
,

还 有 特殊 的帝

后葬制
,

梁甫 的 《蒙古丧 葬 习 俗 种种 》 ( 《文 史知 识 》1 985 年 第 3 期 ) 和 纳 旺 ( 蒙古 ) 的

《关 于 中世 纪蒙古 人 的丧 葬 习 俗 》 ( 《蒙 古学 资料 与情 报 》 1 9 88 年第 2 期 ) 都对 其进 行 了

研 究
。

祈 风和祭 海所祈 祷 的对 象都 是海 神
,

宋 元时期 泉 州穆斯 林 航海 者是 否 参 与 了汉 族

这 一活 动
,

或单 独举 行类 似 活动 ? 他 们祈祷 的 地点 在哪里 和对 象是 什 么 ? 陈达 生 的 《宋

一 14 7 一



元 时期泉 州 穆 斯林 祈风 祭 海之 踪 迹 》( 《海交 史研 究 》1 9 8 6 年 第 1 期 ) 对 上述 问题 进 行 了

研 究
,

这 有助 于 我 们详 细 了解宋 元 时期大 批穆 斯林 侨 民 在泉 州 活 动 的情 况 与 规模
。

朱天

顺 的 《元 明 时期 促进 妈祖 信 仰传播 的 主 要社 会 因 素 》 ( 《厦 门大学 学 报 》 198 6 年 第 4 期 )

指 出 元代 潜运 这一 主 要 社 会条 件促成 了妈 祖信 仰 向北方 扩展
,

元 明时期 的其 他几 个 因 素

也促进 了 此 信仰 的传播
。

关 于 婚姻 方 面
。

杨 志玫 的 《元代 回汉 通婚 举例 》((( 元 史三 论 》上 海 人 民 出版 社
,

1985

年 ) 通过 元 初迄 元末 汉 人 四个 家族 与 回 族 通婚 的例子
,

揭示 了 当时 回汉 通 婚 的普 遍性
,

并

分析 了 其 通婚 形式 多 为异族 之 男 娶 汉人 之女 的社 会原 因
。

罗 贤佑 的 《试论 元 朝蒙 古皇 室

的联 姻关 系 》( 《中 国 民 族 史研 究 》1 987 年 ) 着重 考察 了元 朝蒙古 皇室 与国 内畏 兀 儿
、

藏
、

英 人等 民 族 以 及 国 外 高丽 的联 姻 问 题
。

王 晓清考 察 了元 代 的赘婿婚制
,

认 为 元代 赘婿 婚

姻 形 式的发 展
,

是有 元一 代 民 间下层 流 行 的一种婚 姻形 式 ( 《试论 元代 的赘 婿婚 制 》
,

载

《史学 月刊 》 1990 年 第 6 期 )
。

同时
,

王 晓清 的 《元代 收继 婚制述 论 》 ( 《内蒙 古社 会 科

学 》1 989 年第 6 期 ) 和 杨 毅 的 《说 元代 的收继 婚 》 ( 《元史论 丛 》 第五 辑) 都 对 元 代的 收

继婚 进行 了研究
,

都认 为这 是蒙古 婚 俗 的影响所 致
,

元 代汉 人 的收继 形 式普 遍是 平 辈收

继
,

并 且这 种婚 姻现象 北方 比南 方要 普遍
,

其 中后 文还 对元 廷
“

各从本 俗
”

之 外 允 许 汉

人 平辈 收继 以 及 文 宗之 后 对汉 人收 继 的厉行 禁 止 的原 因 作 了 探讨
。

张 靖龙 的 《元 代妇 女

再 嫁 问 题初 探 》( 《社会学 研 究 》199 3 年第 1 期 ) 通 过对元 代婚 俗
、

贞 节观念 以及 元 代 的

经 济
、

政 治
、

文化诸 因素之 间相互 作用
、

发展变 化关 系的考 索
,

初步探 讨 了元 代妇 女 的

再 嫁 间 题
,

认 为程朱 理学 并未 对宋代 妇女 的 自由改嫁 产生 实际 的影响
,

而 一直 实行 收 继

婚 制 的蒙古
、

色 目婚 俗则 对贞 节观 念起到 了 一 定 的淡 化作 用 ; 历 经战 争 的前期 元 朝
,

出

于 经济 恢复 的 需要
,

大力 鼓励 人 口 增 殖
,

因 而 对妇女 的再 嫁采取 宽松
、

自由的态 度 ; 元

朝 后期 随着 经 济的恢 复
、

蒙古 汉 化 程度 的加深 和 理 学家在 中央政 权 内影 响 的扩 大
,

贞 节

观 念得 到 官 方 的重视 和 强 调
,

但 终元之 世
,

妇 女 自由改嫁 的风 气 并未 产 生实质性 的 改变
。

关 于 饮食 和 服饰 方 面
。

陈高华 先后发 表 了 《舍儿 别与舍 儿别 赤 的再 探讨 》 ( 《历史研

究 》 198 9 年 第 2 期 )
、

《元 代 的兄弟 民 族 饮食 》 和 《 <朴 通事 ) 所 记元代 饮食 》 (载于 《烹

饪 史 话 》一 书 中)
,

前 者指 出 舍 儿 别发 源于 阿 拉 伯与波 斯
,

至 元五 年
,

忽必 烈征 召 马 薛 里

吉 思 来 华后 传入 中国
。

舍 儿 别 原来 是 回 回人 日常 饮用 的清凉 饮料
,

又 是 医 疗 用汤 剂
,

传

入 中国后
,

受 中药汤 剂 影 响
,

舍 儿别 的 医 用 汤 剂 不 再 应用
。

作为 饮料
,

舍 儿别分 为 两类
,

一类 以 水果 为原 料制 成
,

另 一 类 以 药物
、

香 料为 原料制 成
。

在元 代宫 廷 中掌管 舍 儿别 的

人 称为舍 儿 别 赤
,

是 怯 薛执 事的 一种
。

中 国始 有烧酒 的时 间
,

有 唐
、

宋
、

元 三种 说法
,

黄

时鉴 考释 了唐
、

宋说 的史 料 依据
,

指 出它 们均不 能成 为 中国 始 有烧酒 的证 据
。

作 者列 举

了 六 条元 代 史料
,

认 定元 代从 西域 传入 的 阿 刺吉 及其 制法
,

是考 有 实据 的 中国 烧酒 的起

始 ( 《阿刺 吉与 中 国烧 酒 的起 始 》,

载 《文 史 》 第 31 辑
,

中华书 局 19 88 年 n 月 版)
。

方

龄 贵对 蒙古 贵族 妇女 冠饰 署署 做 了 研 究
,

不但说 明 了 署署 与李 黑塔 的词 源关 系
,

还 列 举

了现存 署署 冠 的图像 和 实 物情 况
,

并 综述 了 国 内外 学 者对 这一 问题 的研 究 过 程 ( 《署 署

考 述 》
,

载 《内蒙古 社会 科学 》 198 9 年 第 5 期 )
。

关 于 服饰研 究 的文 章还 有 金 申的 《从 美

一 14 8 一



岱 召 壁画 看元 明 以 来的 蒙古族 服饰 》 ( 《内蒙古社 会科 学 》 1 9 84 年第 2 期 )
。

二
、

阶 级
、

阶层

近 年 来关 于 蒙元 时期 上 层 贵族 的研 究方 面
,

也有 不 少成 果 问 世
。

白翠琴 的 《斡 亦刺

贵族 与成 吉 思 汗系 联姻 考述 》( 《民族 研 究 》1984 年 第 1 期 ) 介 绍 了 斡 亦 刺部 降蒙古 后 与

成 吉 思 汗 系相互 通婚 的 大致情 况 以 及 由此带 来 的社 会影 响
。

史金 波 的 《蒙元 时期 党项上

层 人 物 的 活 动 》 ( 《民 族论 丛 》 第一 辑 ) 对 蒙元 时期 党项族 上 层 人物 的活 动进行 了 全面 的

考 察
,

认 为蒙古 攻 占西 夏 以 及灭 金
、

宋过 程 中
,

一 部分 党项 上 层 人物 起 了重 要作 用
。

元

朝 建立 后
,

党项 上 层 人 物在政 治
、

经 济
、

文化 领域 里也 有相 当的影 响
。

元末 党项 上 层 人

物参 与镇压农 民 起 义军 的活 动
,

对 当 时政 局 的擅变 也有 一 定影 响
。

罗 贤佑 的 《论 元末 麓

川 思 氏兴 起 》 ( 《西北 史地 》1987 年 第 4 期 ) 探 讨 了 元末 之 南麓 川 路 土官 思 可法 家族兴 起

的社会 历史 原 因
。

敖 其等 的 《关 于 湖 北洪 湖县 陆 氏 蒙古 人 间 题 》((( 内蒙古 师 大学 报 》1 9 8 7

年 第 3 一 4 期 ) 根 据陆 氏宗谱 《源 流序 》和陆 氏蒙 古 人 口 碑 等 资料
,

认 为湖 北陆 氏 蒙古 人

是成 吉 思 汗 四子 拖雷 的第 六 个 儿子 阿里 不哥 的后 裔
。

魏 良 嫂 的 《朵 豁刺 惕 部异 密家族 的

兴衰 (上 ) 》 ( 《元 史及北 方 民族 史研 究集 刊 》 第 12 一 13 期 ) 探 讨 了几 乎 一直 控制 着东 察

合 台 汗 国实权 的朵 豁刺 惕 部异 密 家 族 的兴 衰
。

叶新 民 的 《斡 赤 斤 家 族 与蒙 元 朝 廷 的 关

系 》 ( 《内蒙 古大 学学 报 》198 8 年 第 2 期 ) 在前 人研 究的基 础上
,

着重 从投 下分 封 制度 的

角度
,

对 东道诸 王 之首
、

显 赫一 时的斡 赤斤 家族 作进一 步剖 析
,

以 加 深对 蒙元 时期 统 治

阶级 内部关 系 的认识
。

曹 自强 的 《萨迎 昆 氏家 族初 探一 兼及 元朝 中央 政府 在西 藏地 方 的

施 政 》 ( 《甘肃 民族研 究 》1 987 年第 3 期) 通过 对西 藏 昆 氏 家族 的渊源
、

萨 迎 五祖
、

萨迎

昆 族 的后 裔
、

明季 以 来萨 迎 昆族 的社 会地位 等政 治
、

历 史 问 题的研 究
,

探 讨 了 昆 氏 家族

在 元 朝 中央政 府在西 藏地 方施 政 中所 发挥 的积极 作用
。

刘迎 胜 的 《床 兀 儿及其 家族 的 活

动 》 ( 《西域 研 究 》1993 年 第 3 期 ) 对 源于 蒙 古高 原东部 的钦 察部 名将 床 兀 儿 及 其 家族 的

事迹 进行 考述
,

并 讨论其 在 建康 的封 户 和 哈刺 赤户
。

修 晓波 的 《关于 木 华黎 家族 世 系 的

几个 问 题 》((( 蒙古史研 究》199 3 年 第 4 期 ) 对木 华黎之 后 塔 思 与 霸都 鲁是 叔侄 还是 兄 弟
,

安 童
、

乃 蛮 台
、

朵 儿 只 以及 朵 尔直班 与 木 华黎 的 传承 关 系 等 问 题 作 了 些 探 索
,

并 分 析

《元 史 》编 纂木 华黎 后 裔世次 前后 矛 盾 的原 因
。

此外
,

日本学 者也 很注 意 元代 家族 的研 究
,

堤 一昭 的 《忽必 烈政 权 的建立与速 不 台家族 》 ( 《东 洋史研 究 》198 9 年 48 一 l) 指 出从 成

吉 思 汗 以 来
,

蒙古 政权 历 朝一 直 由军人 执 掌
。

忽必 烈政权 的建 立
,

蒙哥 身边 速 不台家 的

兀 良合 台投 靠忽 必 烈是一 个重 要 因 素
。

文 章以 此 为主 线
,

详细 论述 了 兀 良 哈 台的行 动
。

奥

崎裁 司 的 《元 末支持方 国珍 之乱 的戴 氏 》 ( 《中国 古代 史研 究 》19 8 9 年 第 6 期 ) 考 察 了方

国 珍 的姻 戚 戴 氏 自宋 以来 的家 氏
,

论 证其 为 当地 的大家族
,

并 叙述 了 入 明 以 后 由于 同方

国珍 有关系 而 未籍 没的经 过
。

关 于 知识分 子 阶层 的研 究
。

郑 克晨 的 《元末 的江南 士人 社会 》( 《东南 文化 》19 9 0 年

第 4 期 ) 对元 末江 南士人 群体 作 了具体 考察
。

对 于 元代 知识 分子 的地 位
,

陈得 芝 和 毛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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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分别 通过 《从
“

九儒 十丐
”

看元 代 儒士 的地 位 》 ( 《光 明 日报 》 198 6 年 6 月 18 日) 和

《元代 知识 分子 的心 态 写 照 》 ( 《郑 州大 学 学报 》 1988 年 第 1 期 ) 对 此进 行 了研 究
,

前 文

通过 对 儒士 免差 的实 际 执行 情 况 和 儒士 的 出 路 等实 际 问题 的分析 研 究说 明 了 元代 儒士 确

实 地位 低下
,

并对 有些 学者 的
“

九 儒十 丐
”

不 足信 之说提 出了 不 同看 法 ; 后 文则 通过 对

元代 知 识分子 心 态 的探 索
,

表 明 元 代知 识分 子 在 当 时的 境遇
,

指 出 有元 一代
,

知 识分 子

受 到 空 前的打 击和 磨难
,

他们 象被 社会 无情 抛 掉 的弃儿
。

破 碎 的 国 家
、

家 园和 心 灵使 他

们形成 了 特 有 的心 境
:

躁 动与 不安
、

悲哀 与痛 苦
、

孤独 与寂 寞
。

关 于 流 民和 遗 民 的 问题
。

流 民 问题 是元 代 一大 社会 问 题
,

与其 他 时代 不 同的是
,

它

几 乎贯 穿于 这个 皇 朝 统治 的始 终
。

陈高 华 的 《元代 的流 民 问 题 》 ( 《元史 论丛 》 第四 辑 )

系 统研 究 了 元代 流 民 的历 史发 展
,

对 其产 生 的根源
、

流 向和 元政 府 的对 策作 了 深刻 的剖

析
,

并 指 出大量 的流 民 的存在 是导 致 元末大 规 模农 民起 义 的原 因之 一
。

关 于 此 问 题 的文

章 还 有 罗 贤佑
、

任崇 岳 的 《元代 流 民 问题 浅谈 》( 《郑 州大 学学 报 》 1988 年第 3 期 ) 和 洪

用 斌 的 《元 代 的流 民 问 题 》 ( 《中国 民 族史 研 究 》 第一辑 )
。

这两 文都 认为 元朝产 生 流 民

的大致 原 因是
:

土地 兼并 剧烈
、

赋 役 繁重
、

战争祸 乱
、

高利 盘剥
、

自然灾 害等
,

而 元政

府 因 没 有解决 好 流 民 问 题 而连 续发 生 骚乱
,

终 于 导 致 了社 樱 覆亡
。

元朝 消灭 了 中国 土 地

上 的好 几 个 王 朝
,

因 此
,

遗 民 问 题 在元 朝 有 其 特殊 性
。

孟 楠 的 《元代 西 夏 遗 民 婚 姻 研

究 》( 《宁夏 社会 科 学 》 199 2 年 第 2 期 ) 详 细考察 了 西 夏遗 民 的婚 姻 问题
,

分析 了 西 夏遗

民 婚姻 的几 个特 点
:

通 婚范 围广泛 ; 其通 婚对 象 以 蒙古人 和 色 目人 居 多并 随 时间
、

居 地

的变更 而发 生了 一 定 的变化 ; 其中 仍有 一 部分人 在本 民 族 内部通 婚等
。

文章进 而 指 出
,

此

问 题的研 究
,

不 仅 有 助 于 我 们探 讨西 夏 民 族 的消亡 过 程
,

而且 对我 们研 究汉族 乃 至 整 个

中华 民 族发 展 史都 是极 为有 益的
。

段 玉 明的 《元初 的南 宋遗 民 》 (载 《历 史研 究 》1 9 88 年

第 6 期 ) 指 出元 初 的南 宋遗 民有浓 厚 的忠君 思 想
、

有浓厚 的悲观情调
,

都有 较高 的文 学

成 就
,

其言 行成 为后 代竞 相模 仿 的表率
。

张 啸虎 的 《辽 金 遗士 对元 初政 治 建设与 文 化开

拓 的 贡献 》 ( 《中南 民族 学 院学报 》1988 年 第 2 期 ) 通过对 成 吉 思 汗 到 忽必 烈统 治 时期 的

耶 律 楚 材
、

刘 秉忠
、

王 鹦
、

李 谦
、

许衡 和 郝 经 等 著名人士 的政治
、

经 济
、

文 化活 动的 研

究
,

阐述 了 辽 金 遗士 对 元初政 治建 设和 文化 开 拓 的贡 献
。

对 北方 民族 中的某 些 阶层 的社 会属 性
,

史学 界 有 不 同 的 观 点
。

亦 邻真 的 《关 于 十 一
、

十二 世 纪 的学斡 勒 》 ( 《元 史 论丛 》第 三辑 ) 一 文认 为
,

十 一
、

十二 世纪 的李 斡 勒本 质 上

是 那颜 的隶 属 人 口
,

是 游牧 经 济 中的早期 农奴
,

和 奴隶 相 比
,

他 们有 自己 的私 有 财产
、

家

庭和 不 完全 的人 身 自由
。

李斡 勒是 属 于 个体 家庭 和 个 人 的
,

在 当 时的 蒙古 社会
,

并不 存

在 一 个 氏 族 整 体 隶属 另 一个 氏 族整 体 的那 种 氏族 或部 落 的李 斡勒制 度
。

作 者 还对 学术 界

关 于 李斡 勒 的各 种划 分 和 解释 进行 了 辨析
。

罗 贤佑不 赞成 投下 属 于 农 奴制 组 织 的 观点
,

他

从行政
、

司 法
、

赋税
、

土 地关 系 四 个 方面分 析 了 投 下户 的 身份
,

指 出元投 下 与地 方 州县

形 式异 而 实 质 同
,

投 下 户与 州县百 姓 同属 国 家 编户 齐 民 ( 《元代
“

投 下
”

是 农奴 制组 织

吗? 》
,

载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研 究 生 院 学报 》1 9 8 6 年 第 6 期 )
。

姚 大 力 的 《蒙 元 时代 西域 文

献 中的
“

因 朱
”

问 题 》 ( 《南京 大学 学 报 》1 9 9 1 年 第 2 期 ) 一 文认 为
“

因朱
”

的含 义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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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为 两 类
:

一类 指 的 是 对伊 利 汗 朝 的 全部 人 口
,

包括西 征蒙古 军和 当地 诸 色 居 民
,

以

及 全部疆 域 的统 治者 ; 另 一类 指 的是 伊利 汗 国 及 其 家庭 成 员 的 私 人 所有 的地 产
,

和 附着

于 这 些 地 产 上 的 依 附劳动 者
。

杨 际 平 的 《元代 买 卖 奴脾 手续 》 ( 《敦煌 研 究 》
,

1 9 9 0 年 第 6 期 ) 考 察 了 元 代
“

典 卖

田宅人 口 头 正
”

税契 手续
,

认 定 延佑三 年永 昌税 使 司文 书 的准 确定 名
,

以
“

永 昌税 使 司

契 尾
”

或
“

永 昌税使 司颁 给驱 女买 主 契 尾
”

为 宜
。

三
、

乡村 研究

日本 学 者柳 田节 子很 注 意 对元 代 乡 村 的研 究
。

由高 桥 芳郎 ( 日) 著
、

兵 泽译 的 《柳

田 节子 <宋 元 乡 村 制的研 究 > 介 绍 》 ( 《中国 史 研 究动 态 》 1 9 88 年 第 9 期 ) 指 出
,

该书 是

柳 田节子 从 她过 去三 十年 间发 表 的论 文 中辑 录 的有 关 主 户 客户 制
、

户 等 制 和 乡村 制方 面

的论文 和 当 时新 写 的三篇 论文 构成 的
。

其 第一 编讲 包括 宋 元王 朝 的乡村 统 治体制 ; 第 二

编 是有 关 户 的各论 ; 第 三编 讲宋 元 乡村制 的发展
。

她 的 《元代 乡村 的 户等制 》(程 兆 奇译
,

载 《元 史研 究通 讯 》1 988 年 总 第 14 期 ) 将 着 眼 点集 中于 元朝 蒙古 帝 国 统 治下 的 中国 农村

社会
,

具 有 以 下两 点意 图
:

一是蒙 古帝 国在传 统的 中国农 村 社会 中是 在 哪里贯彻 自己 的

统 治的 ; 另 一个是 在征 服 王 朝统 治下 的 中国 农 村社 会方 面 的承受 问 题
。

制 定子 中统 五 年

的所谓 三等 九 甲 的户等 制
,

与其说 是 蒙古 的 固 有制 度
,

莫 如认 为是 在 中国 传统 的对农 民

统治 的体制
。

另 外
,

她 的 《元朝 统 治下 中国 农 村社会 中的 回 民 》 ( 《研 究调查 报告 》 <学

习 院 大
·

东洋文 化研 究 > 第 21 期 ) 一文 分析 了在 福建 发生 的流 言蜚 语事 件
,

指 出 事件 的

背 景是 汉 人 拒绝 将居 住 于 农 村 的 回 民 与蒙 古统 治者 等 同视 之
,

被看 作 是统 治者 的 只是 一

部分 回 民
,

因 而 存在着 矛 盾
。

(吴 海涛 南 京大学 历 史系 )

( 责编
:

杨 建 军)

《《《《《《《《《《《《《《《《《 《《《《《《《《《《《《《《《《《《《《 《《《《《《《《《《《< 《《《《《《《《《《《《 《《《《《《 《《 《《《《 《《《《《《《《《

宁 夏 固 原 博 物 馆 增 建 古 墓 馆 石 刻 馆

据 《光 明 日报 》 记 者庄 电一报 道
,

宁 夏 回 族 自治 区 的 固 原 不久 前在 固 原博物 馆建 成

两个 新馆
:

一
、

古墓 复原 馆
,

按 一 比 一 比例 复原 了 固 原 地 区 具 有 代表 性 并经 过 科 学发 掘 的 西 周
、

春 秋 战 国
、

北 魏
、

北 周
、

隋
、

唐
、

宋
、

元 等 不 同 时期 的典 型墓 葬
,

提 供 了历 代 官 宦 富 豪

的葬俗及 墓 葬形 制演 变 的 形 象 资料 与知 识
。

二
、

石 刻 馆
,

是 一 个 长 达 140 米 的
“

回
”

字形 碑廊建 筑
,

展 放 了 历 代 各种 石 碑 数 十

件
。

其 中许 多碑 刻 具 有 重 要 的史料 与 艺 术 价值
。

( 浩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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