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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

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

《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秦汉交通考

古》《秦汉名物丛考》《匈奴经营西域研究》《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长沙简牍研究》《秦汉

儿童的世界》《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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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有关秦史与秦文化的研究，是当今史学界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有了较大推进，取得了不少优

秀成果。本书共计收录28篇论文，分为政治与经济、中央与地方、信仰与民俗、传世文献与出土简

牍4个专题：部分论文结合传世文献典籍、考古出土资料及图像资料，分析秦史各阶段的特点，总结

秦文化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并对秦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世界做了微观考察；部分论文从政

治、军事、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分析秦实现统一的原因，并对秦的经济生活与生产方式进行个

案式探讨，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见解；部分论文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及传世文献，对秦的政治结构、行

政体制、官僚机构和基层管理的问题展开探讨，对秦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以及秦政对后世的影响

等问题加以论述。诸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澄清了一些学术疑难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

性的新见解。

　　目次

　　政治与经济

　　“并天下”：秦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述 孙闻博

　　里耶“取鲛鱼”简与秦统一初期的文化建构 李　斯　李笔戎

　　魏冉封陶与秦统一战略 尚宇昌

　　里耶秦简所见秦统一衡制新证 庄小霞

　　秦统一进程中的计量标准化问题——以秦手工业为中心的考察 杨延霞

　　北京大学藏秦权与单位权意义探论 熊长云

　　秦汉时期借贷的期限与收息周期 石　洋

　　新出简牍所见秦与汉初的田租制度及相关问题 慕容浩

　　中央与地方

　　三府分立——从新出秦简论秦代郡制 游逸飞

　　秦及汉初黄河沿线地带郡县与河津管理体系 ［韩］琴载元

　　战国秦汉之际的燕北长城 冯　立

　　试论里耶秦简中的“献” 李兰芳

　　秦代封检题署新探——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单印飞

　　里耶秦简７－３０４简文解析——兼及秦迁陵县徒隶人数问题 刘自稳

　　岳麓秦简所见“状”类文书的性质与功用 苏俊林

　　“缘亲”与“任法”——以考察秦汉时期迁刑为中心 汪蓉蓉

　　信仰与民俗

　　秦统一战争中的重要将领白起的宗教化形象塑造 姜守诚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秦始皇求仙 董　涛

　　秦国政治体发育进程中的文化运作——以大禹传说为中心 崔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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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敬祖”观念与政权合法性建构 李　琰

　　北大秦简《禹九策》所见鬼神考释 杨继承

　　秦汉简牍《日书》的盗名 孙兆华

　　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

　　试谈《史记·李斯列传》与《赵正书》对李斯形象的塑造 曾　磊

　　北大汉简《赵正书》中的胡亥形象——兼谈秦亡原因的不同历史解释 董家宁

　　睡虎地秦简文本复原二题 王　伟

　　秦文书简“君子”含义探研 李癑凝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所见“父”释义——兼谈秦汉“不同父者”间的关系演变 张以静

　　《吕氏春秋》“文无畏过宋”文本形成试探 杜　晓

　　序

　　回顾２０１８年我的学术体验，出版学术专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是以秦交通史为研究

对象的成果。发表的２８篇学术论文中，《秦二世直道行迹与望夷宫“祠泾”故事》《武关·武候·武

关候：论战国秦汉武关位置与武关道走向》《秦汉长城与丝绸之路》《里耶秦简“邮利足”考》

《论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文化史视角下的秦直

道考察》《论秦先祖“善御”“善走”传说》《“秦暴”评议：以秦兼并天下的历史舆论为对象》

《汉中与汉文化的发生与发育——以交通史为视角的历史考察》《战国秦汉“躴民”的文化表现与

巴山交通》《“米仓道”“米仓关”考》《论秦宫“娥之台”兼及漆业开发与“秦娥”称谓》等，

或涉及秦史，或侧重秦史，或完全讨论秦史。除了发表一些论著之外，前后参加了２５次学术研讨

会，其中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或发言主题与秦史、秦文化有关。即：（１）第二届中国古代文明研

究前沿论坛，贵阳，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提交论文：《论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

（２）“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交流会，西安，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提交论

文：《秦汉史：我的甘苦得失》；（３）秦汉国家、族群与社会发展研究学术论坛，重庆，２０１

８年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提交论文：《〈史记〉“失期法皆斩辨疑”——关于陈胜暴动起因的国

家控制史考察》；（４）中国古代的边疆开发与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昆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

日，提交论文：《说“秦胡”“秦虏”》；（５）唐都长安１４００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２

０１８年６月１７日至１９日，提交论文：《唐人乐府所见“咸阳”记忆》；（６）宁县石家墓地·

遇村遗址发现学术研讨会，庆阳，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发言：《石家墓地漆器遗存与

战国秦漆县历史文化》；（７）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与边缘学术研讨会，重庆，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２６日，提交论文：《“中国”与“五方”：上古方位意识与“天下一统”理念》；（８）首届濠

镜思想家论坛——“东西方文化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澳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至

２１日，提交论文：《论秦汉政治意识之“天下一统”“天下一致”“天下一家”》；（９）海洋

与早期中国论坛，北京，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提交论文：《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

学》。２０１８年我承担２０次校外讲学，其中１１次讲座主题与秦史、秦文化有关。计有７个讲

题：（１）《秦汉时期的历史特点与历史地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６

日；（２）《秦统一问题的再认识》，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武汉大学

珞珈讲座，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３）《宣太后义渠王故事与秦统一进程》，陇东学院，２０

１８年６月１７日；（４）《上古中国对外交通的草原之路与海洋之路》，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

院，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长春师范学院，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５）《草原民族对丝绸之

路交通的贡献》，西北民族大学，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３日；（６）《长城与秦汉“北边”交通格

局》，山西博物院第５期“晋界”讲坛，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日；（７）《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

发》，山东教育电视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学术工作中颇多任务的完成涉及秦史与秦文化，显得密度比较大，频次比较高，数量比较集

中，这主要因为自己多年的学术方向是秦汉史，而秦史与秦文化在秦汉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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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作为２０１４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

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ＺＤＢ０２８）的首席专家，承担着一定的学术压力，不能不考虑课题的

进度及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的提交。

　　也正是在这一学术考虑的基础上，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６日，我和一些学生一起进行

了一次可以称作“陕甘‘秦文化之旅’”的“游学”活动。我们以秦史与秦文化为考察目的的学术

行旅，先后经历临潼、西安、阎良、凤翔、宝鸡、天水、礼县、兰州等地的秦文化遗存，即相继对

秦史遗址中丽山、栎阳、咸阳、雍、西等发现重要遗迹现象比较集中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场

学习，亲身体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看了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看到了新出战国秦及秦代文物。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了包括甘肃出土秦文化遗存的历史文物陈

列。近距离接触遗址和文物，使得参与者获得直接的体会和新鲜的知识，也受到重要的学术启示。

雍城血池等遗址的考古工地，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观摩学习。一路相继打扰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

卫星研究员、西北大学史党社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

亚岐研究员、天水师范学院雍际春教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甘肃简牍博物馆张德

芳教授。他们先后或作学术报告，或引导考察，悉心教示，诚恳指导，使参与此次游学的师生获益

甚多。谨此深致谢忱。

　　同行师生有王子今、姜守诚、曾磊、孙闻博、董涛、徐畅、杨延霞、李琰、孙兆华、杨继承、

李兰芳、谢鹏、吕壮、刘自稳、于天宇、董家宁、尹璇、辛天游等。刘志平、李迎春、柯昊、姚文

郁、琴载元、崔建华、徐达、单印飞等，也部分参与了考察。一路经历风雨，付出辛苦，同时也有

收成，有欢乐。承田亚岐研究员美意，惠送西凤原浆，于是由东而西的行程中，一路飘荡着酒香。

秦川、渭水、陇原……或许会在青年学者的学术历程中形成深刻的记忆。

　　正是在此行途中，我们商定编集这本《秦史与秦文化论集》。这本文集收入２８篇学术论文，

均为青年学者所作。其中有的直接考论了“秦统一”问题，有的从不同角度对秦史、秦文化有所论

说，其实也可以看作对“秦统一”文化基础与历史背景的研究收获。几位没有参与考察的年轻朋

友，也惠赐质量很好的研究成果。看到青年学者愿意投入秦史与秦文化研究并发表诸多学术新见，

为这一学术方向新生力量的崛起，满怀欣慰与喜悦。读这些论文，在黯然感觉到垂老日暮、途穷岁

晚的另一面，亦萌发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新生代学者的热诚期待。自然，满意、谢意和敬意也在心

中。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顺利进行，即将在２０１９年下半

年结项。感谢学界朋友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我承担的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

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８ＸＮＬＧ０２）也顺利立项，并开始获得资助。而明显的压力感，也由

此生成。很自然，首先想到需要诚心祈求的，是友人们，包括青年学子们的学术助力。

　　就《秦史与秦文化论集》的编集与出版，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姜守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曾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闻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兆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董

家宁、首都博物馆李兰芳的认真与辛勤的工作，表示深心的感谢！

　　                                                                                    王子今

　                                                                                　2019年3月1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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