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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研究》对秦汉士人犯罪的考察，力求在联系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具体论述士
人犯罪的类型、犯罪原因、犯罪预防以及影响等问题；注重文献资料的运用；借鉴了犯罪学的分析框
架，犯罪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分析现代社会犯罪成因、犯罪机制、犯罪影响、犯罪控制的系统结
构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理论和框架，这些理论和框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借鉴现代犯罪学的分析理论和框架，可以为分析秦汉士人犯罪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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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红梅，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讲师。
已发表《略论秦汉时期的禁锢》、《论两汉忠君观念的泛化》、《略论两汉士人的忧患意识》、《从
焚书坑儒到党锢之祸——秦汉士人的言论犯罪》、《明末士人的忧患意识》、《浅论两汉的宗室犯罪
》等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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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选题缘起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一、研究对象二、定罪标准和研究方
法三、主要内容第一章 先秦时期士人犯罪的回溯第一节 先秦时期士人犯罪的类型一、文士犯罪二、
武士犯罪三、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逃亡罪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原因和影响一、春秋战国时
期士人犯罪的原因二、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影响第二章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类型第一节 秦汉时
期士人犯罪的主要罪名一、不道罪二、大不敬罪三、阿党与交通四、其他类型的犯罪第二节 秦汉时期
士人犯罪的演变及特点第三章 从焚书坑儒到党锢之祸第一节 秦朝的焚书坑儒一、士人与秦朝既对立
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二、方士诽谤秦始皇引发了坑儒事件三、秦末士人的谋反行动第二节 东汉的党锢之
祸一、党锢之祸的原因二、东汉党人集团的形成三、党锢之祸的爆发第三节 两者的比较一、言论引发
祸端，对士人的打击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二、党锢之祸的规模更大，牵连的范围更广第四章 秦汉时期士
人犯罪的原因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第二节 两汉选官制度的影响第三节 秦汉士人对士节的
认识和追求第五章 秦汉时期士人犯罪的预防措施第一节 秦汉政府对士人犯罪的预防措施一、宣扬皇
权的至高无上，加强忠君观念的灌输二、兴办学校，宣扬儒家思想，利禄与刑罚并用第二节 士人自身
的预防措施第六章 士人犯罪及受罚产生的影响第一节 士人受罚对民风的影响第二节 士人受罚对自身
的影响一、不公正的处罚引发了士人的归隐不仕行为二、士人的忠君观念趋向衰微，忧患意识主题由
社稷转向个人三、王朝末年士人选择的多元化第三节 士人犯罪及受罚对政权的影响结语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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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秦汉时代，皇帝的法外擅权行为影响了“犯罪”的定义。
对官僚来说是如此，对士人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用犯罪学或刑法学上的犯罪定义来理解或框定本书的犯罪未免有些偏颇。
历经秦朝、西汉、东汉三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完善，士人犯罪的类型也有所变化，明显的
趋势就是犯罪类型逐渐多样化。
秦朝的记载相对少一些，两汉士人的犯罪类型就比较多样化了，处罚措施势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
政权、社会文化、士人生活的影响也会变化。
顾炎武说“西汉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东汉的儒学才是“真儒学”，由此影响了士人对政权的态度
。
西汉至新莽时期，“明哲保身”的士风弥漫在士人中间，并且此时的士人还深受先秦时期遗留的功利
主义的影响，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和俸禄或者性命，往往会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些违心的事，很少
有人会为了抗奸佞或维护王朝的利益而谏诤直言。
而东汉时期的士风却不是这样，随着忠君观念的灌输和经学日益普及，士人的忠君程度大大增强，为
王朝利益而谏诤直言、勇抗奸佞的士人增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党锢之祸会出现在东汉，而非前两朝。
士人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更紧密一些，他们的犯罪行为及政府的处罚措施会对社会产生许多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正直的士人们为了挽救时局，奋起抗争，同腐朽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但损失也是惨重的，党锢之祸使得大批士人罹难。
之后，许多士人隐居不仕，以评论干预时事，“清流”、“清议”之风兴起。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也是以此为渊源的。
其他诸如对社会风俗、文化、思想等影响也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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