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成为贵族之家 ,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 , 当时

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 , 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

唐 、盛唐时期 , 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 , 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

管理之下 , 而到隋唐时期 , 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

唐朝依据乡 、里 、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 , 使其成为中央

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 , 在实施里制的同时 , 在

都市另有坊制 , 在乡村则有村制。 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

物 ,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

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 , 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

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 ,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

纳入州县制之中 , 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 但

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 , 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

立倾向 ,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 , 独立

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 , 到唐代中期以后

进一步发展 , 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

周的部族 ,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 , 兴建辽国 , 走

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

市 、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 ,同时也促成了货币

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 , 内

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 , 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

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 , 虽说是实务主义 ,

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 , 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

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

大 ,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 , 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

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 ,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

各样的制度 ,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 , 但在那些

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迸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

较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 , 其实反映了历史

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 、普遍

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 , 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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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

王 永 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37)

　　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

峰。但是 ,唐 、宋社会的文化面貌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最早注意到这种不同时代特色的学者是日本著名的历史

学家内藤湖南先生 ,他在上世纪初首倡“唐宋变革”说 , 他

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出发 , 提出唐宋在学术文化等领域发

生了质的变化 ,“唐代是中世的结束 , 而宋代是近世的开

始” , 其间唐末五代是“一段过渡时期” 。内藤提出的所谓

“中世”相当于封建时代 ,“近世”可以理解为“接近于资本

主义的时代” , 他把宋以后的社会和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

中国看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 因此他认为唐和宋在

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 甚至“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

兴” 。(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第 21 、304页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2年版)这种观点提出以后 , 在国际汉学界产生

了巨大影响 ,成为后来“唐宋变革”论(或曰“ 唐宋社会变

迁”说)的滥觞 , 由此还引发了关于唐宋社会性质的热烈

讨论 。后来诸多持“唐宋文化变迁”说的学者 , 都或多或

少地受到内藤学说的影响。上世纪 70 年代 , 台湾学者傅

乐成先生又提出有关“唐型文化” 与“宋型文化”的看法。

他认为唐 、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 前者兼容并

蓄 ,外来文化激荡较多 , 文化精神较为开放活泼;但在安

史之乱后 ,逐渐回归中国文化本位 ,儒学复兴。 因此宋代

可称为中国近世本位化之建立期。(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

型文化》 ,《国立编译馆馆刊》 1972 年第 1卷第 4期)综观诸论 ,

大都肯定唐宋之际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 , 但需要指

出的是 ,唐宋文化的这种变迁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

类型或文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 , 因为从本质上而言 , 文化

类型或文化模式的转换 , 应该取决于这种文化所赖以生

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转变。从这一点上来说 , 唐宋

社会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 还不具备文

化类型或文化模式根本转变的社会环境。由此看来 , 唐

宋文化的变迁与其说是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的转换 , 毋

宁说是中古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更为贴切。

一　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从许多方面反映出

来 ,其中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表现得尤为明显。 具

体而言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文化气派和文化精神上来说 , 唐 、宋文化面貌具

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气派和文化精神是一个时代文化积

淀的反映 ,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面貌的最重要的体现。 唐

文化气度恢宏 、高昂壮丽 , 具有史诗般浪漫的文化气质 ,

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 、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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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派。这一时期 ,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

社会经济高度繁荣 ,国力强盛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

涨。社会上普遍奔涌着昂扬奋发的意识 , 使这一时期的

文化具有一种高亢 、明亮的时代特色。开放的唐代社会 ,

其文化精神颇有可足称道者 , 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 、兼容

并蓄的博大胸怀 、丰腴富丽的独特风格 , 最能体现这一时

期高昂壮阔的时代精神。宋文化则始终弥漫着一股强烈

的忧患意识 ,透露出理性般深沉的文化气质 , 体现出来的

是一种经世观念极强的时代风貌。两宋时期虽然创造出

了中古时期最为先进 、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 , 但却是中古

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时期。这种表面上的社会繁荣与

现实中的内忧外患互为表里 , 就形成了宋文化非常鲜明

的时代特色。宋文化还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创新意识 ,

这种创新意识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 , 预示着

中国的封建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局部更新和“丕

变”过程 , 形成了宋文化“变古”的时代特征。

2.从文化成就上而言 , 唐 、宋虽然同是中国古代文化

发展史上的辉煌灿烂时期 , 但是它们所取得的文化成就 ,

无论从内涵上 , 还是从深度 、广度上 , 都是各有千秋的。

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阶段性集大成时期 ,

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唐代

之史可分前后两期 ,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 , 后期

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 关于

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陈寅恪:《论韩愈》 , 《金明馆丛稿初

编》第 332页 ,三联书店 2001年版)唐文化总结和继承了汉魏

南北朝以来的优秀文化成果 , 同时又吸收了当时国内外

各民族文化的精华 , 造就了这一时期文化领域内各部门

的大发展 ,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高

峰。宋文化是中古文化全面成熟 、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 ,

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陈寅恪先生在论述中

国文化时曾经提到:“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进 ,

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金

明馆丛稿二编》第 277页)的确如此 , 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日

趋成熟 、精细 , 在许多领域都达到极盛 , 可以说宋文化是

中古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篇章。

3.从文化创造的风格上来说 , 唐 、宋两朝也具有明显

的不同。唐文化风格高亢 、明朗 、热烈 、奔放 , 宋文化淡

雅 、舒缓 、精致 、细腻 , 这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创造的出现 ,

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 , 由此造成了文化创造的时

代氛围也颇不相同而产生的。唐文化创造的时代氛围相

对宽松 , 少有禁忌 , 言论著述和思想信仰有较多的自由 ,

政府也鼓励文化创作的多途发展 , 这就形成了唐代文化

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宋代则不然 , 随着君主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 , 政府对于文化的强力干预

政策也较过去有所增强 ,文化创造中的禁区也日益增多 ,

人们害怕动辄得咎 , 因而对于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抨击越

来越少 ,歌颂明显胜于暴露 , “资治”与“经世”意识极为浓

厚 ,这就形成了宋代文化精致与内省趋势的发展局面。

在这种不同的社会氛围之下 , 唐 、宋文化创造的风格自然

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唐人在文化创造的过程

中 ,注重直观体验 , 直抒胸臆 , 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

宋人则注重内心感受 ,委婉深沉 , 感情细腻真挚。这种不

同的文化创造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 这说明唐宋文

化面貌的确发生了局部变化。

4.从文化人的时代气质上而言 , 唐 、宋两朝也具有显

著的差别。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

与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 , 由于受

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 ,唐人“大有胡气” , 尚武豪放 ,“出将

入相” 、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 受此风气的影

响 ,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 , 他们

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 纷纷投笔从戎 , 希望

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 , “宁为百夫长 ,

胜作一书生” , 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 另

外 ,由于唐代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 , 使唐代士人普遍

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狷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

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 , 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

性 ,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抒胸臆 , 毫无扭捏猥琐之

态 ,“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

真的气息”(林正根:《论纳异心态与唐代气魄》 ,《中国史研究》

1995年第 3期)。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

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 , 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

跋扈的历史教训 , 确立了“ 兴文教” 、“抑武事” 的基本国

策 ,在分割军权 、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 , 大力发展教

育和科举制度 ,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 逐步确

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

提高 ,“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宋代文人知识分

子的理想 、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受“书中

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万钟粟 , 书中自有颜如玉” 的诱惑 ,

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 , 唯有读书高” 的认识 ,

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

理想;而武人的政治 、社会地位则越来越低 , 以致后来出

现了“好铁不打钉 , 好男不当兵” ,“好女不嫁当兵郎”这样

的民谚。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 , 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 , 文

人意识更为自觉 ,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 , 也因此渗透着更

为强烈的文人气息 ,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理

学 、诗 、词 、文 、赋 、书 、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

精致 、高雅 、含蓄 、内省的审美趋势。

以上所论及的唐 、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只是从总

的方面而言的 ,其实具体到文化领域内的各个部门来说 ,

这种差异和区别还是颇不易界定的 , 因为说到底宋文化

毕竟还是在继承前代已取得的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的进一

步发展。不过 ,宋文化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代已有的文化

成果 ,更不是前朝文化的余绪 ,而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

史上发生了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 , 从而使得唐 、宋两个

朝代的文化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的特点。

二　唐宋文化面貌局部更新的时代背景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发生局部更新的原因是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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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主要是由于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巨变所造成的。

唐宋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的重要转

折阶段 ,从中唐开始 ,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自然 、社会 、历

史等综合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唐宋社会面貌因此也

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从而引发了文化领域内的局部更新。

关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巨变 , 学术界多从政治 、经济 、

军事等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去探讨 ,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

的观点。从中唐开始 ,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

巨大变迁 ,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 , 两税法代替了

租庸调 ,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到北宋建立以后 , 统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和“田制不

立”的政策 , 更是促进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 而“地主

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决定当时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胡

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 ,《隋唐五代社会经济

史论稿》第 33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从政治 、

军事格局上而言 ,安史之乱以后 , 强盛的大一统的封建国

家遭到了严重破坏 , 形成了藩镇割据和军人跋扈的残破

局面。北宋建立以后 , 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

局面 ,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讲 , 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

统一 , 无法重现汉 、唐盛世时期的规模;而且北宋初年所

进行的政治 、军事方面的改革 , 尽管结束了军人当政 、骄

横跋扈的局面 ,建立了以文人为主体的文官制度 , 但却形

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 , 造成了“兵不识将 、将不识

兵”的积贫积弱局面。这种政治 、经济和军事格局的新变

化成为唐宋文化面貌发生局部更新的时代土壤。

另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唐宋时期所处的历史地理

环境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 这对于唐宋时期文化面

貌的变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 ,从疆域上来说 , 唐代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

朝 ,尤其是唐前期疆域辽阔 , 其势力极盛时超过西汉 , 东

至朝鲜半岛 , 西至中亚细亚 , 北至西伯利亚 , 南至印度支

那。而北宋的统一只是相对的 , 仅仅统一了中原和南方

地区 ,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 , 其中主要是

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北宋的疆域面积

大大缩小 ,不及汉 、唐盛时之一半 , 甚至还比不上秦始皇

统一中国时的疆域辽阔。到南宋时 ,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

主中原 ,南宋只好偏安江南。这种变化对唐宋文化面貌的

影响是巨大的 ,可以说空前辽阔的疆域和强盛的大一统帝

国为唐人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 , 使他们充满了前所未有

的时代豪迈感 ,激发了他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活力。而宋人

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也与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环境

的变迁和农耕民族所受到的长期困扰不无关系。

第二 ,从交通上来说 , 唐代除了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

路外 , 还有草原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唐蕃古道和茶

马古道等。由于对外交流孔道的空前畅通 , 唐文化以一

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 , 融合和吸收了国内外各地域和

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经过一番消化 、改造和淘汰的过

程 ,抉取了其中的有机成分 , 锻铸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史

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开放型文化。 宋以后随着政治 、经

济和军事形势的新变化 , 对外交流的主要孔道也发生了

重要的变迁 ,中原王朝与西域进行联系的丝绸之路被阻

塞 ,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 , 最终取代了陆上

丝绸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这种变化对唐

宋文化面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 宋以后由于对外交流孔

道的单一 ,加之农耕民族视航海为险途的狭隘认识 , 使得

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封闭 、内敛的文化机制。

第三 ,从民族上来说 , 唐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发展的重要时期 ,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 , 不

仅受容和化解了南北朝以来的各“ 胡”族 , 而且彻底打败

了北方和西北方的强邻突厥 , 有效地实施了对西域和漠

北的控制与管理 ,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与唐结成“甥舅之

好” ,南诏 、回纥 、渤海等少数民族政权则与唐保持了友好

关系 ,形成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的盛大态势。 唐王朝

还以博大的胸怀和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手段 , 使各民族纷

纷归附 ,唐天子不仅是汉人的皇帝 , 而且被“诸蕃君长”尊

为“天可汗” ,成为各族的共主。各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趋

势大大增强 , 从而形成各民族共同创造唐文化的局面。

宋代则长期受到契丹 、党项 、女真以及蒙古诸族的困扰 ,

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

与对垒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异常地尖锐 、激烈 ,由此产生了

宋人浓重的忧患意识并渗透到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第四 ,从人口上来说 , 唐代人口极盛时有六七千万 ,

而宋代人口极盛时已突破 1 亿。考虑到宋代的疆域面积

要远远小于盛唐 , 那么这个人口数字的增加则是非常惊

人的。在古代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 单位面积产量

的增加是和人力的投入成正比的 , 宋代与唐代相比 , 在疆

域面积大大缩小 、人口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 , 意味着宋

代拥有远远超过唐代的庞大的劳动生产力 , 这就使得宋

代在单位面积产量的人力投入上大大超过唐代 , 这也是

宋代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唐代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

知道 ,文化的繁荣得益于经济的发展 ,宋文化之所以能够

成为中古文化全面成熟 、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 , 是和宋代

经济发展水平的空前提高分不开的。另外 , 随着唐中期

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 两宋时期

南方人口大大超过北方 , 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由此引起了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南移。

第五 ,从气候上来说 ,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

温暖期 ,而两宋则为气候寒冷期。 气候的变迁对中国历

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 , 气候的和暖 ,

使无霜期延长 ,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与发育 , 同时也

使农耕分界线发生明显的北移 , 反之亦然。 有的学者指

出:“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 , 一般说来 ,

气温每降低 1℃, 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

度左右 ,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余

同元:《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及其影响》 ,《安徽教育

学院学报》1996年第 3期)有人甚至得出结论:“气候温暖时

期 ,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

冷时期 ,游牧民族南迁 , 中原王朝不稳 , 二者对峙 , 甚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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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牧者王朝' ” ;隋唐时期 , 由于气候和暖 , 致使“隋唐

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 。(王会昌:《2000 年来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地理科学》1996 年

第 3期)唐代的农耕区域也在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大大往北

推移 ,出现了相当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 , 这些地区的变迁

对王朝的盛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念海:《隋唐农牧地区

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 250 ～

271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而两宋时期 , 随着气

候的转冷 ,农耕区域往南大大推移 ,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

的冲突也日益剧烈 ,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进 , 压迫农耕民

族纷纷南迁 ,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经济 、

文化中心的南移。

此外 ,一些局部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对唐宋文化

的变迁产生过较大影响。 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 、文化中

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 , 两宋以后迁移到南方的

长江流域地区 ,这和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破坏有很大的

关系。比如黄河的泛滥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 但

唐代黄河处于安流期内 ,虽然也有河患 , 但大多限于较小

的地区 ,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 , 这样才使其南北两侧的

地区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所以 , 唐代尤其是

唐前期 ,中国的经济 、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

区。到五代和两宋时期 ,黄河频繁泛滥 , 传统的北方黄河

流域经济富庶区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 由此引发了中国经

济 、文化中心的全面南移。可见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对

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总之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系列明显

的巨大变化 , 这些变化除了政治 、经济 、军事以及历史地

理环境等综合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外 , 唐宋之际的文化面

貌也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封建社会内部

文化面貌上的局部更新 , 还难以称得上是文化类型与文

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因为从社会性质上看 , 唐 、宋同处

于中古封建社会 ,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 所以不

可能像近现代社会那样发生文化本质和文化类型上的根

本转变。即使如此 , 唐宋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仍然具有

重大的历史意义 , 它伴随着中古封建社会的转折而表现

出来 ,构成唐宋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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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王 利 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若想公允地评估中古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和意义 ,我们的视野就不应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

五代 ,而是应该尽量地“瞻前顾后” 。如果将中古以后的

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 , 我们可以

直观地发现:两者在地理格局 、经济面貌 、社会结构 、典章

制度 、宗教哲学乃至民族气质等方面 ,都有非常显著的差

异。这些差异 , 乃是中古历史变迁的结果。如果站在更

高的层面加以观察 ,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古历史变迁并不

是一个完全由社会自行决定的过程 , 不仅仅是社会内部

一些现象衍生或者替代另一些现象 , 诸多生态环境因素

亦曾参与其中 , 甚至发挥了重要的促发和驱动作用。 因

此 ,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古历史变迁 , 也是

十分必要的。以下仅对中古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动以

及连带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略陈浅见。

一　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并不总是最凸显于经济方面 , 但经济变动无疑具有基础

性的意义。与汉代相比 ,中古时代的经济发生了哪些显

著变化? 如何认识这些变化? 我们还应将南北的情况分

开来说。

先说北方。

两汉时期 ,中国基本经济区域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 ,

经济主体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生产。在中古

时代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的主体地位并没有

发生根本动摇 ,但是农牧经济的比重 、畜牧业和种植业的

内部构成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社会性

因素所致 ,而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动因。

中古时期 ,畜牧业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曾

有明显上升 ,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畜牧

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 , 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

当繁荣 ,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 ,羊取代猪成

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 , 畜牧业复转

衰退。上述这些变动 ,直接地说 , 既与游牧民族的内迁有

关 ,亦与人口密度的升降有关;间接地说 , 则与气候的寒

暖变化关系密切;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自东汉后期开始 ,气候逐渐向寒冷转变 ,驱迫游牧民

族逐渐向南迁移 , 因为气候转冷不仅导致草原地区单位

面积的牧草生产量下降 ,从而影响到载畜量和畜产品;而

且寒冷期的酷寒事件比较频繁 ,导致牧群大量死亡 ,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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