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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
又如何运作？
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
色。
过往学者每每从春秋战国这&ldquo;天地间一大变局&rdquo;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社会、经济和文
化思想各方面的剧变。
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
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ldquo;底色&rdquo;。
《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本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
间?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和官僚士人的价值观。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断代
史、专史，又有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
营垒。
这样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上&ldquo;囿于一隅&rdquo;的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
作者在长期对秦汉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致力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除了步武前辈，也试图探
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
《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要收录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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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义田，1947年生于中国台湾。
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
致力于如何从不同文化传统的比较中，厘清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特色以及和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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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mdash;&mdash;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一、史语所藏简牍重量
和体积的测量二、古代简册与书籍重量估计三、档案保存与维护四、和体积、重量相关的使用问题附
录　&ldquo;永元器物簿&rdquo;的简数和编号问题居延出土的汉代刻辞箭杆　一、居延箭矢实物的出
土　二、刻辞箭杆的性质　三、刻辞内容&ldquo;秦胡&rdquo;小议&mdash;&mdash;读新出居延汉简札
记汉简、汉印与《急就》人名互证读?延汉简札记&mdash;&mdash;物故、小家子、寺廷里、都试、治
园条、功劳、休假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mdash;&mdash;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
之一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　一、汉廷与诸侯国　二、
政治制度与地方行政　三、经济与财政　四、刑律制度　五、二十等爵制　六、夫妻与家族关系一种
前所未见的别券&mdash;&mdash;读《额济纳汉简》札记之一全球定位系统(GPS)、3D卫星影像导览系
统(Google Earth)与古代边塞遗址研究&mdash;&mdash;以额济纳河烽隧及古城遗址为例(增补稿)一、遗
址调查和研究现况二、利用GPS和GE作遗址定位三、从点、线到面，较全面地遗址调查
　&hellip;&hellip;对近代简牍著录方式的回顾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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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武库藏兵器数量如此庞大，其他郡是否也是如此？
或者东海郡是个特例？
第二，为何一郡的武库会有标示着“乘舆”的武器？
第三，这些武器是由当地工官制造或来自其他地方？
第四，《概述》中除了提到有“乘舆”字样的兵车、武器，还有将军鼓车、将军兵车、比二千石将军
鼓车、储将公主诸侯使节、郅支单于兵等，令人不禁好奇：这些器物的使用者是谁？
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先看看西汉东海郡的沿革。
在西汉末以前，东海郡所辖曾有部分属于汉初刘交的楚国。
景帝三年冬，削楚所有之东海郡。
同年楚王戊反，被诛。
楚国更大为缩小，所属薛郡改置鲁国，彭城郡南部改置属汉之沛郡。
武帝元鼎四年，以东海郡三万户置泗水国。
昭、宣、元、成帝时将鲁、城阳、楚王子侯国的属地，陆续并人东海郡。
从以上的沿革，可以猜测：东海郡庞大的兵器库存，或许有很大一部分是早期王国的遗留。
汉初王国之制可上比天子。
《汉书·诸侯王表》：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高帝初置
，金玺整绶，掌治其国⋯⋯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贾谊《新书·等齐》：“天子车日乘舆，诸侯车日乘舆，等也。
”如此看来，在汉初某一段时间，王国使用的兵器和车器有“乘舆”之号，并不奇怪。
又皇帝也会将带有“乘舆”之号的器物赏赐给诸侯。
例如河南杞县许村岗疑为诸侯王的一号墓中曾出土一件漆盘口沿鎏金铜箍上有“绥和元年广汉郡工官
造乘舆”云云刻铭。
文、景以降，尤其是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地位大衰，其制不再拟于天子，乘舆二字想必不可再用，唯
仍可能拥有带乘舆二字的器物和比一般郡县更多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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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秦汉史论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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