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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晋文 

汉唐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简评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 
 

晋    文 
 
 

在汉唐区域史研究中，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经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课
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河洛地区的特殊历史地位，自古以来就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盛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
产生了巨大影响——自从安史之乱、河洛地区经济遭受到致命打击后，在直到新中
国建立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河洛地区的发展再也没有恢复到汉唐极盛时期的水
平，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汉唐间雄居主导地位的河洛地
区的经济，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区域史研究，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具有
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在汉唐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研究上，迄今学术界仍很

少能看到比较有分量的专著。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薛瑞泽先生不畏艰难，积十余年
之力撰成了一部内容全面、洋洋三十万言的专著——《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以下简称《研究》），可以说填补了此项空白。
该书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作序，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即
“农业经济的概况”、“土地所有制诸形态”、“漕运与仓储业”、“手工业门类
及发展状况”和“城市与商品流通”，体现了近年来汉唐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通观《研究》，该书有三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的全面和深入。翻开《研究》，只要是浏览一下目录，我们就会对

该书内容的全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作者首先从界定“河洛”的概念入手，对河
洛地区的范围、政区沿革、自然地理和研究状况等问题作了几乎详尽的论述，然后
即分门别类地对农业、土地制度、漕运与仓储业、手工业和商业等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研究。其内容包括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农业区划、农田水利建设、粮食作物的种
植、经济作物的种植、林牧渔业经济、土地国有制的兴衰、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膨
胀、小农土地私有制的艰难、先秦时期漕运与仓储的兴起、西汉时期漕运与仓储的
发展、东汉以后漕运与仓储的几度盛衰、纺织业、冶铸业、酿酒业、粮食加工业、
造纸业、造船业、城市分布与商业市场、洛阳市场的变迁、市场制度与市场管理、
商品经营、商人与商人资本等，可以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几乎所有问题都作出
了新的论证或补充。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的全面也并非是所谓“面面俱到”，而
是牢固建立在深入论证的基础之上，并且在各项内容之间都直接或间接显现出了其
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亦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内部以及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正
如李学勤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薛瑞泽博士认为，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经济发
展，体现出当时整个北方经济的总体水平。他先是由农业经济着手，兼及林、牧、
渔业，论述其与工商业的关系。然后，又对以冶铸、纺织为代表的手工业如何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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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官府需要的同时向市场提供产品，而市场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品化
倾向这一论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一环扣一环的逐步解析中，有不少独到的见
解。” 

 
二是特别注重微观研究。一般来说，史学著作的撰写都采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但由于研究内容以及写作风格的不同，有些著作多侧重于宏观研
究，有的著作多侧重于微观研究。《研究》则属于后者。作者不尚空谈，在每一个
问题的研究上都力图让事实自己说话。以农业为例，作者在农田水利一节中，对汉
唐时期涉及河洛地区的农田水利的主要事例都作出了个案研究，如汉武帝时的“河
东渠田”的修建、东汉时期对旧的水利设施的维修、汉明帝时修筑的“汴渠堤”、
曹魏时期司马懿奏建的“漕渠”、司马孚的“兴河内水利”、西晋时傅祗对荥阳、
刘颂对河内水利工程的修复、北魏时修建的“沁水石桥”、北周时“蒲州开河渠，
同州开龙首渠”、唐代水利事业兴盛的诸多表现，等等。再以手工业为例，《研
究》也主要采用了微观研究方法。仅就纺织原料的生产而言，作者就对其麻的种
植、蚕桑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论述，如麻的种类、种麻的起源、发展、技术和加
工、养蚕业的兴盛、养蚕和种桑技术的高超水平等。关于商业和土地制度，这一方
面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例如在洛阳市场的变迁一节中，作者就从洛阳最早开始建
城的西周说起，论述了直到隋唐时期洛阳市场的发轫、发展、兴盛和徘徊的全过
程。其中，对各个时期洛阳市场的建制、市场的名称、由来、方位、变迁和功能的
论述，都体现出了微观研究的特点。 

 
当然，注重微观研究并不意味着忽视宏观研究。实际上，作者注重微观研究也正

是为了使其理论升华更具有事实基础，以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且不说李学勤先生已
经指明的“结论”部分，就是仅从各个节、目的具体论证看，作者最后也都从宏观
上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例如林业，作者总结说：“综合本节所论，我们会发现汉唐
时期河洛地区林业的发展，是在两种因素交替中进行的，一种是积极发展林业的措
施，另一种是破坏林业的举动，正是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该地区林业处于缓
慢而持续的发展之中。”再如对畜牧业，作者总结说：“汉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官营
畜牧业是畜牧业的主体，其中以河东、河阳牧场最为有名，是国家战马的重要产
地，起着拱围洛阳的作用。私人畜牧业虽然规模较小，却是农耕和居民生活的重要
依据，是国营畜牧业的重要补充。”又如对粮食加工，作者也总结出三个重要的历
史结论：其一，汉唐是我国粮食加工工具转变的重要时期，人们逐步告别手工加工
时代，而依靠大自然所提供的水力资源带动机械传动装置来加工粮食；其二，由于
粮食加工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除官府经营外，勋亲贵戚、寺院地主也多利用
权势霸占粮食加工；其三，尽管粮食加工工具多次改进，但由于生产力的整体水平
较低，落后的粮食加工工具仍然普遍存在。与此类似的评论还有不少，许多都不乏
新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入扎实的微观研究，才使得《研
究》的诸多结论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三是资料的翔实和严守学术规范。研究历史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这是史学研究的
基础和前提。但由于古人留下的史料往往较少，且散见于各处，有些记载还相互抵
牾，因而要真正做到详尽地占有史料还相当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撰写一部优
秀的史学著作，特别是古史研究专著，首先即取决于能否作好搜集和考辨史料工
作。仅就汉唐时期而言，关于河洛地区的经济研究之所以比较薄弱，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这方面的史料相对匮乏。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区域经济研究
史料的相对匮乏，也是造成河洛地区经济研究不太令人满意的重要原因。例如，农
业经济的研究，史书中有关该地区史料支离破碎，需要做大量的整理工作。”为了
解决这一难题，作者显然在搜集、考辨史料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研究》的
撰著长达十年之久，与此当有着很大关系。而作者的心血是不会白费的，从《研
究》所引用的史料看，几乎所有与《研究》有关的史料都已被囊括其中。可以说，
举凡经、史、子、集、丛书、类书、简牍、封泥和帛书等，无不广泛涉猎，并注意
到把文献记载同考古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使得《研究》的论证具有坚实的
史料依据，而且更凸现出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特点，并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深厚
学术功力。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研究》的撰写严守学术规范，也为当今倡导学
术规范树立了典范。作者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高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本书即是其
博士论文的进一步扩展，按理说引用高先生的观点即使不作说明人们也能够理解。
但作者却对此毫不马虎，凡引用高先生的论述都一一在脚注中予以说明。对于自己
的导师尚且如此，引用其他人的成果就更不用说了。例如，在第一章“农业经济”
中，作者一开始论述，谈到河洛地区的土壤，即特别注明引用了《简明中国百科全
书》的成果——“此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明中国百科全书》写成，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5—17页。”这种严谨的学风实属难能可贵，无疑
是值得学人大力提倡和效法的。 
 

《研究》的撰写也存在一些不足。除了校对仍有些错误外，主要就是对个别史料
的理解不够准确和全面。例如在所论林业一节中，作者引秦始皇“焚书”令称“所
不去者”有“种树之书”，认为“秦始皇对树木的栽培重要性已有深刻认识”，又
引汉文帝诏书言“岁劝民种树”，认为“这是目前所见的封建皇帝所下的最早的植
树诏书”。而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种树”虽然其中也含有植树的内容，但主要恐
怕还是指的各种农作物的种植。 

 
尽管如此，《研究》一书仍可谓研究汉唐时期河洛地区经济的精品之作，书中的

许多创见都将对汉唐区域经济的研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原载《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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