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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经济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便受到学界的重视。80
年代以来，经济史研究更是朝着全面化、系统化、深层次化、多学科化的方向发展，研究经济史

的学者中大家如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要想在经济史研究有所突破，非得另辟蹊径不

可。薛瑞泽在新世纪伊始出版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0
月）一书，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无疑是一项成功的尝试。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洛河共同流经的地

区。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经济状况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发

展的总体水平。因此，研究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自有其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那么，汉唐之

际，河洛地区的经济状况又是如何呢？近百年来，经济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尽管林林总总，蔚为大

观，但宏观着眼的成果多，微观着手的成果少，断代研究的成果多，分区考察的成果少，尤其是

专门研究河洛地区经济这一课题的成果几乎没有。薛瑞泽迎难而上，探赜索隐，站在宏观的高

度，从微观的层面，采用分区与断代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河洛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研究，勾勒出了汉唐间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总貌，填补了这一地区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字里行

间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良好的史学素养和过人的史识。 中国是农业大国，几千年来，

农业一直被视作国民经济的命脉。作者旁征博引，通过对大量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分析考证，

指出由于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汉唐间河洛地区形成了“山地农业、平原农业和沼泽农业等不

同的农业经济区域”。这一观点一扫世人心目中中原农业为“平原农业”的传统观念，令人耳目

一新。作者指出，虽然平原农业可以生产充足的粮食，但山地农业则延缓了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

的总体步伐，一方面使得该地区粮食产量处在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区居民所需而略有盈余，另一方

面推进了林、牧、渔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手工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门类，也是作

者关注的焦点。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将这一地区的手工业划分为纺织、冶铸、酿酒、粮食加工、

造纸和造船六大门类，并将纺织业、冶铸业作为这一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考察，这种安排真实地

再现了各手工业门类在当时所处地位和发展状况，体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作者在对农业。手

工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还对这一地区的城市和商品流通进行了深人探讨。 河洛地区作为汉唐

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经过作者的悉心研究，明晰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波

澜起伏的经济活动图卷，同时，也为人们研究同一时期的南方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从时间

范围来看，作者研究的时间跨度上起两汉，下迄隋唐，历时900余载。作者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

搏，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揭示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其经济状况大致经历了由汉代的

繁荣——魏晋南北朝的衰落——唐朝的由盛及衰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历程。同时强调，这一艰难

曲折的历程，也是汉唐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 从空间范围来看，作者着力研究的河洛地区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发展状况代表了汉唐间中国北方经济的发展水

平。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史学工作者研究同一时段的南方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耐

人寻味的是，只要稍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南方经济发展的轨迹与北方经济的发展轨迹呈现出

的是一种相反的态势，它经历了汉代的迟滞——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唐朝的持续发展这样一个

历程。这种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与政治中心的转移、政权的更替等诸多要素密切相关。可以说，

经济的发展与否是社会治乱的晴雨表。 《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虽然是一部断代性的区域

经济研究专著，但其深层次的研究意向是为现代经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和借鉴。正因为如此，作

者在分析汉、唐时期河洛地区辉煌时，不惜浓抹重彩，体现了作者对这片热土的挚爱，同时也折

射了作者强烈的信念——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特色经济，重振河洛地区的辉煌，“把该地区经济

纳人全国甚而国际大循环的轨道上去”。通观全书，作者的谋篇布局顺理成章，论述有条不紊，

观点新颖可信。诚如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部新作……在一环扣一环的逐步

解析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0 
月第1版，300千字，25元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象牙塔编校，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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