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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mdash;&mdash;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
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
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
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
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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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主要讲述了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
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
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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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勇，1956年出生于山东青岛。
历史学者。
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要致力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与民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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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以往史家论及战国秦汉间匈奴称谓的变化，大多认为与胡的称
谓有关。
如王国维先生说：&ldquo;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日匈奴。
&rdquo;吴荣曾先生说，&ldquo;胡&rdquo;的含义&ldquo;随时代迁移而发生变化&rdquo;，战国时
为&ldquo;北方各游牧族的泛称&rdquo;，西汉时则&ldquo;专指匈奴&rdquo;。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汉代史家如司马迁，又以&ldquo;匈奴&rdquo;作为&ldquo;北方各游牧族的泛
称&rdquo;。
傅斯年先生说：&ldquo;胡之一称，在初不过指林胡等地，而后来用之遍称匈奴、乌桓、鲜卑、西域以
至天山各部落。
&rdquo;吕思勉先生说：&ldquo;胡之名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
&rdquo;黄文弼先生说：&ldquo;匈奴之在北边者，中原每称之日胡。
故凡《史记》、《汉书》所称之胡人，皆指匈奴而言。
&rdquo;《史记》中&ldquo;胡&rdquo;与&ldquo;匈奴&rdquo;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
这类现象提示我们：对于太史公笔下&ldquo;胡&rdquo;与&ldquo;匈奴&rdquo;的异同，以及两种称谓战
国秦汉间变化的背景，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史记》所见战国时代的匈奴称谓　　《史记》有关战国时代&ldquo;匈奴&rdquo;故实的记
载共计四条，分见该书卷五《秦本纪》、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八六《刺客列传》及卷一一
○《匈奴列传》，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的两条，又见于《战国策》卷三一《燕三
》及《御览》卷二九四《兵部二五》&ldquo;示弱&rdquo;所引《战国策》，已为研究者所熟知。
为了界定&ldquo;匈奴&rdquo;称谓出现的时间及其含义，笔者拟对这批材料重新加以排比、分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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