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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
又如何运作？
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
色。
过往学者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
面的剧变。
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
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本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
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和官僚士人的价值观。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
断代史、专史，又有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
两大营垒。
这样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
作者在长期对秦汉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致力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除了步武前辈，也试图探
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
《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主要收录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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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义田，1947年生于中国台湾。
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
致力于如何从不同文化传统的比较中，厘清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特色以及和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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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秦汉的律令学一一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一、引言二、秦代的律令学三、汉代的律令学四、律令学的
没落与曹魏以降律博士的出现五、结语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徙刑一、“民之于徙，甚于
伏法”二、鼓励徙民的措施三、迁徙刑与“圣恩”四、结论附录：论迁徙刑之用与肉刑之不复从张家
山汉简《二年律令》重论秦汉的刑期问题一、系城旦舂六岁二、“偿日作县官罪”三、刑期制出现的
背景四、结论月令与西汉政治一一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一、秦政与月令二、昭、宣以
前的月令与政治三、元、成以降的月令与政治四、“以春令成户”渊源试论五、结论．月令与西汉政
治一一重读尹湾牍“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一、春种树二、以春令成户三、自我检讨试释汉代的
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一、引言二、关东、关西、山东、山西名称的出现三、关东、关西、山东、
山西四词在汉代的用法四、汉代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的范围五、结语附录：《试释汉代的关东、
关西与山东、山西》补正汉代案比在县或在乡？
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中国古代的地图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
经常与权变从简牍看汉代的？
政文书范本——“式”湖南龙山里耶和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汉代书佐、文书用语
“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档案的构成略论汉代护军的性质从居延简
看汉代军人的若干人事制度汉代边塞军队的给假、休沐与功劳制——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二汉代边
塞吏卒的军中教育——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三汉代《苍颉》、《急就》、八体和“史书”问题——
再论秦汉官吏如何学习文字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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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扩大和延伸终不免造成封建性质的转化。
首先是周初封建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身份不可逾越的原有特质，现在因为被统治平民的加入而渐渐泯
灭。
春秋战国文献里常见武丁任用罪徒傅说为相之类的故事。
这应该只是一种附会，但是反映出上层统治者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也不以独占统治优势为用人的考量
。
他们在这几百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体察出一条真理：将国家交给才德优秀的人去治理，比交给世袭
官位的人去治理，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从此“唯才德是用”逐渐成为政治上晋用人才的主要原则。
中国由此变成一个阶级色彩淡薄、凭个人本事竞争、相对地公平和开放的社会。
这样相对的公平和开放，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或印度阶级森严的社会里都找不到。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并无意于切断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面对变局的资源。
用古人的话来说是“人人称说尧舜”。
即使求新求变者，也多半利用旧瓶装新酒。
新的名号可以创造于一日之间，旧的价值和观念却往往阴魂不散，久久不能尽褪。
秦始皇创号皇帝，自周以来的天命、天子和天下观却始终支配着以皇帝为首的郡县？
界，就是一例。
当然逝者如斯，历史不会停滞。
历史学者固宜善观其变，似亦不可无视于其不变。
许多变化的因子，往往就在不变的土壤里。
这是我要说的故事梗概。
想说的故事还很多，目前重点多半集中在和政治社会有关的一面。
（选自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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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治国安邦》在研究的方法上，作者刑义田有意识地打破专业领域的界限、打破使用材料的界限、打
破中外历史的界限，注意相关学科的融会贯通、多种资料的联系综合、中西历史的对照比较，视野开
阔高远，材料厚实多样，理念新颖科学，对大陆学者颇多借鉴意义。
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的研究，为秦汉史研究别开生面，另辟蹊径。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秦汉的律令学；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徙刑；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
令》重论秦汉的刑期问题；月令与西汉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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