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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沈刚博士的博士论文《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
有益于秦汉史研究的好事。因为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我们知道，汉代是由上古社会向中古社会演进的重要阶段。在汉代，具有不同于
先秦，也不同于魏晋社会的许多独自的特点。在东汉社会表现的尤为明显。这样对
汉代社会的研究，就不能带着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考察。我们应该努力揭示汉代社会
内部的独有的鲜明的特征。重要的是，需要对汉代社会的重要的社会阶层，与汉代
的政治、经济、文化相联系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古史分期的讨论中，一些学者
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固定模式的束缚下，一些结论是不
能令人信服的。现在，社会史的研究正在展开，从新的角度审视汉代的各社会阶
层，就是很必要的工作了。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在对汉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对一些重

要问题得出切合实际的新认识。 
   沈刚博士的博士论文《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正是他有计划地研究汉代社会各
阶层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汉代的客，也就是宾客是当时社会中的重要阶层。对这
个阶层的研究，可以深刻的认识汉代社会的构成。前人对汉代的客作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但是，现在研究者很少。因为如此，沈刚博士从新的视角对汉代的客阶层作
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就是很必要的。特别是沈刚博士将汉代的客阶层作为标志
性人口，与汉代依附化进程相联系来考察就更有意义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的
这种研究不仅对汉代的客阶层，而且，对汉代依附化进程的发展特点都提出了值得

思考的意见。在这部著作中，值得注意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一、作者不是孤立地来研究汉代的客，而是将客这个有标志性的社会人口，与汉
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相联系，又从不同的时间断限进行探讨，这样就从多角度透
视了汉代客的存在特征，使汉代的客的形态有比较全面地展现。为正确认识汉代的

客阶层，提出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二、作者将对汉代客阶层的考察，与汉代依附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并且，
与西欧封建化进程相比较，对汉代客阶层在西、东汉的所处的不同地位作了客观的
定位。这对认识汉代的依附性人口以及与魏晋时期依附性人口的联系，是很有意

义。 
   三、作者充分注意到汉代政治领域客的存在的独特特征。作为汉代的客阶层，一
般研究者注意到客阶层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但是，忽略在政治领域中客阶层的特殊
地位。作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对政治领域中的客作了详细的探讨，明确指出了，
政治领域中的客阶层与经济领域中的客的不同。在汉代客阶层的存在和演变的过程
中，确实经历了不同的演变的过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魏晋时期，这种
区别就更明显了。在经济领域中，客阶层是向卑微化和依附化方向发展，而在政治



领域中的客依然保留着战国时期，居于特殊地位的特征。只是这种特殊的情况的出
现，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了这    种情况，应该是他的卓识。不过，对这

一问题，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 
四、作者在对汉代的客阶层分阶段的研究中，充分注意到秦汉之际的客阶层的地
位，明确指出客阶层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对于客阶层在这一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
以及重要作用，前人注意的不多。沈刚博士所做的细致的探讨，应该说填补了对这

一时期客阶层研究的空白。 
   沈刚博士在大学就酷爱历史，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研习先秦史，在博士研究生
阶段又钻研秦汉史。他笃志好学，潜心钻研，不为喧嚣的尘世所扰。这正是青年学
人所追求的，也是传统的历史学科的希望。在沈刚博士大作《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
究》出版之时，受君所嘱，略述数语，希望沈刚博士的大作有益于学林，这正是我

的愿望。 

                     张鹤泉 
                 2003年11月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选择客阶层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其初衷是想以一个社会阶层作为切入的角度，来
考察中国上古社会向中古时期过渡的演进大势。客阶层无疑是反映秦汉社会变迁最
具标志性的一个群体，这在前贤的许多论著中都已论及。然而与豪强、小农等社会
阶层相比，秦汉史籍中反映客阶层面貌的材料要少的多，因而要完成这样一个博士
论文规模的题目，就有些勉为其难。虽然我们也试图将历史事实表述的充实、完

整，但因材料的限制，又难遂人愿，缺环、勉强之处就难以回避了。 
   和宾客密切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依附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放到世界历史的
场景中去考察才可能更为深入。尽管我们也为此做了种种努力，但限于能力和客观
条件，只是在引用中国学者对世界上古、中古历史的描述基础上，给予了简单的比
较。多年学习中国古代史的经历使我深知，以二手资料作为论证的基础是治史之大
忌，但为了将论题引向深入，我们只好做出这种无奈之举。与此有关的另一个理论
问题，是萦绕中国古史学界大半个世纪的古史分期问题。这本来已经纳入到我们的
考察视野，但随着对这个问题分析的渐次深入，发现该论题牵涉太多的理论、材料
等问题，犹治丝而棼，并非从客阶层这个视角本身所能说清楚的，只有以俟来日

了。 
   这本小书的完成凝聚了业师张鹤泉教授的心血。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因工作需
要，改换方向，做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与研究。蒙先生不弃，成为其第一位博
士研究生，忝列先生门墙。现代学术分科之细致，使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别若云泥。
与秦汉魏晋史相比，我先前所学先秦史，无论在材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差别极
大。因而张老师在指导我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博士论文从选题、
写作、修改都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指导，从字词标点到框架结构，错误所在，无不
给予纠正。在书稿付梓之时，又欣然拨冗为序。另一位业师陈恩林教授也对我帮助
甚大，陈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我曾从陈先生学习先秦史三年，从基本的学术训
练，到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都与陈老师的扶持和教诲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两位
业师的耳提面命，奖掖提携，以我天资之驽钝，性情之疏懒，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是

难以想见的。 
   我的学位论文在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得到了吴荣曾先生、刘家和先生、岳庆平先
生、黄今言先生、宋杰先生、马新先生、詹子庆先生、林沄先生、任爽先生、王彦
辉先生、陈恩林先生、吕文郁先生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惠我实

多，对诸位先生的帮助和指导，表示深深的谢意。 
   因才疏学浅，书中一定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以得方家垂教为幸。 

                作者 
                           2003年深秋 

                       于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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