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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秦汉史研究情况综述

李婧嵘 

    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近千年的岁月，弦歌不绝，1926年正式定名湖南

大学。今天的岳麓书院，在现代教育发展的烘托下，焕发了新的青春，其传统的教育、学术功能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该院现拥有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授

予权，11个硕士学位授予权。 

    岳麓书院的秦汉史研究，主要以出土的简帛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传世文献也相当重视。出版了好几部专著，撰写了数十篇专业论文。主要著作有： 

陈松长教授的《简帛研究文稿》线装书局 2008年出版。 

于振波教授的《秦汉法律与社会（增订本）》和《秦汉史探研》，韩国汉城新星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王勇副教授的《东周秦汉关中农业变迁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 

《楚文化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2008年，岳麓书院自筹资金抢救性回购一批流落海外的秦简（学界称之为“岳麓秦简”），一年来，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岳麓秦简”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陈松长教授已获得题为《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全国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为：09BZS001）的研究资助。他撰写的《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一文，已发表

于《文物》2009年第3期。另外，他所写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已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秦代避讳的

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版），2009年9月10日），另外，他所撰写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初

探》和《秦代宦学读本的又一个版本》即将分别刊发于《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和（《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他和李婧嵘合写的《〈二年律令〉以〈贼律〉为篇首的

原因初探》也将刊发于（《出土文献研究》第9期；他和李婧嵘合写的《〈二年律令〉以〈贼律〉为篇首的原因初探》也将刊发于（《出土文献研究》第9期。 

    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和肖灿博士合作撰写了《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书〉中的土地面积计算》（《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2009年第2期）《岳麓书院

藏秦简〈数〉的主要内容及历史价值》（《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看周秦之际的几何学成就》（《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周秦时

期谷物测算法及比重观念——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8卷，2009年第4期）等一系列的文章。 

 另外，书院秦简方面还有两篇文章也将刊发于《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分别为岳麓书院副院长肖永明所写文章《读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篇札记》以及

于振波教授的文章《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 

于振波教授近年来发表的秦汉史研究文章有： 

《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张家山汉简中的“卿”》（《文物》，2004年第8期） 

《秦汉时期的邮人》（《简牍学研究》第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名田制与唐均田制之异同》（《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中国人

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5年第4期） 

《汉代的都官与离官》（《简帛研究》，2002-200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从“公室告”与“家罪”看秦律的立法精神》（《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年） 

《汉代的循吏与酷吏》（《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无任”与“五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说“县令”确为秦制》（《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 

《汉代的家赀与赀家》（《简帛研究》，200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从简牍资料看“闾左”的身份》（《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所见汉代官奴婢述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6期，2006年10月，香港） 

《秦汉贫民法律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 

《从籴粟记录看汉代对西北边塞的经营——读〈额济纳汉简〉札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参食”考辨》（《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东海郡吏员构成与两汉文吏》（《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等。 

王勇副教授已发表的论文有： 

《怀王之约与汉承秦制》（《史学集刊》，2006年2期） 



《秦王朝的政策取向与认同危机》（《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4期） 

《汉代劫持事件考察》（《晋阳学刊》，2006年5期） 

《论西汉中后期冬小麦在关中的推广》（《农业考古》，2007年1期） 

《论西汉初年的外诸侯》（《求索》，2007年8期） 

《论叔孙通制礼作乐兼采楚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11期） 

《大司农的演变与汉代的农业经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3期） 

《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3期） 

《秦楚对立的文化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1期） 

《论汉代下层民众的互助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1期） 

《从秦简看战国晚期秦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选择》（《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2期）。 

    岳麓书院还十分重视西方学者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并致力于向学界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于振波教授等人翻译了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的《汉代行政记录》，王勇副

教授翻译了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二书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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