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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这本文集收入拙文23篇，应当说都是秦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其中最早发表的
一篇，是《汉代的斗兽和驯兽》，承张岂之先生推荐，刊载于《人文杂志》1982年5
期。我的可以称作学术论文的文字，这是第一篇。其实应当说是与另一篇并列第
一。即《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承韩伟先生推荐，同时发表于《考古与文物》
1982年5期。这23篇论文中最后完成的两篇，一篇是《居延简及敦煌简所见“客”—
—汉代西北边地流动人口考察札记》。承陈文豪先生安排，作为“第三届简帛学研
讨会”论文，2005年5月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宣读。另一篇是《汉代“客田”及相关
问题》，《出土文献研究》待刊。 
  全书论文23篇，说来真是凑巧，最初一篇和最后一篇的间隔，恰好也是23年。 
  23，是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大学本科生完成学业走向工作实践的年龄。我的这个
23年，在人生中或许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走上了一条比较适合个人情趣和习好的
人生道路，自己的兴味和职业的要求能够大体一致，和许多从前的农友、工友们比
较，这真是很难得呢。今天以这本收入23篇拙文的集子作为23年学术跋涉的纪念，
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说到秦汉社会史研究，其实我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如《战国秦汉时期的女
巫》、《秦国上层社会礼俗的性别关系考察——以秦史中两位太后的事迹为例》、
《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秦汉时期的女工商业主》、《汉代的女权》、《秦汉
时期的双连杯及其民俗文化意义》、《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种性别史料辑考》、
《张家山汉简〈贼律〉所见“妻悍”、“妻殴夫”等事》、《“偏妻”“下妻”
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
义》、《居延汉简“歌人”考论》等，也可以归入秦汉社会史研究成果之中，然而
已经收入另一本文集《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
版）。还有若干论文，虽然也是以讨论秦汉社会史为主题的，然而由于其他原因，
也不拟编入本书。 
  整理这些论文时，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早年写的文字竟然如此幼稚粗劣！有时
在回忆起这些题目时，还曾经暗暗得意。然而重新读这些文章，虽然总说自悔少作
是通常情形，但是实在没有想到再读旧文竟然会如此懊丧，有时甚至不免恨恨。这
就是收入本书的23篇论文全数都经过再次加工的原因。这种加工，不仅指体例的统
一，形式的规范，引文的核正，还包括资料的充实，逻辑的调整，甚至还有字句的
修饰。真的希望过些年再读这本集子时，不至于如今天重读这些旧文。 
  有朋友已经注意到，这本文集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特别是利用



简牍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收获。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是自王国维
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由陈直先生开辟的学术方向。笔者愿意沿着这条学
术道路继续前行。如果方向有不端正处，脚步有不稳重处，希望师长和学友以及年
轻的同学们批评指正。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提供了出版本书的机会，感谢曹文柱教授在白忙之
中认真审读书稿，也感谢商务印书馆郑殿华先生付出了劳动。  
 
                    王子今 
                    2005年10月26日 
                    北京大有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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