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475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史料索引 / 古今文献 / 《日知录》导读 / 斗斛丈尺 

斗斛丈尺
20061213    赵俪生    载《赵俪生文集·第三卷》    点击: 360

斗斛丈尺 

斗斛丈尺 
 

— —《日知录》导读(10) 
 

赵俪生 
 

载《赵俪生文集·第三卷》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
①；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
甬、正权概”是也②。(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秤尺。③)故“关石和钧”④，大
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⑤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
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
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
一亩者。)其步弓⑥，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
度”者也⑦。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
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馀人
坐度田不实下狱死。⑧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
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⑨倘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注： 
    ①见《尚书·虞书·舜典》，言东巡岱宗诸措施。 
    ②见《礼记·月令》仲秋之月条下，原字句与引文稍不同，曰“日夜分，则同度
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③据王圻《续文献通考》，洪武元年，令兵马司并管市司，二日一次校勘街市
斛、斗、秤、尺。“二日”与“三日”稍歧。 
    ④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歌五章，此
其第四章中语。 
    ⑤见《论语·尧曰》，孔子言尧、禹、周诸先王为治。 
    ⑥步弓，旧时代量地工具，形如弓，弦长五尺，为一步。 
    ⑦见《孟子·离娄篇上》，原文说不仁者居住“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
小人犯刑”。 
    ⑧《后汉书》卷1下《光武本纪》，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十
六年九月，河南尹张饭及诸侯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中华本页66)。 

⑨见《隋书》卷46《赵煚传》(中华本页1251)，又《北史》页2565同。 
 

讲： 
这段札记，只是顾炎武氏后面连续若干条《札记》的一段“引子”。从度量衡问题

引起，而最终是要落实到民生疾苦的粮税问题。但在这一条中，也不是没有内容
的。北方度量衡制度之紊乱，顾氏做了反映，假如不是顾氏所到处都做调查研究，
假如不是顾氏所读州府县志范围甚广，他就做不出这些反映。但顾氏在反映这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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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同时，又一次流露了他自己“是古非今”、“颂古谴今”的情绪，我们作为后人，也
只有领会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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