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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
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
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
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
，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
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
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
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
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
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
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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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部系统研究秦代政区地理的学术著作。
作者综合运用战国秦汉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物资料，如秦陶文、金文、封泥、玺印、简牍、兵器铭文、
漆器文，以及战国秦汉城址考古等新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史料，交叉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
、古文字学等学科研究成果，探讨了秦代政区地理问题，并在秦政区地理的关键问题——郡县设置方
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基本上构建出秦政区地理的真实面貌，从而基本上解决了传统历史文献无法
解决此时段历史地理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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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后晓荣1973年生，江西南昌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
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主要从事考古、文物与相关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在《文物》、《中国历史文物》、《东南文化》等刊
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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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密县西汉初年张家山汉简《秩律》有“密”县，其上属郡为河南郡。
《汉志》河南郡属县密，“故国”。
即密在秦时西汉初年即已置县。
秦密县故址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南。
苑陵西汉初年张家山汉简《秩律》有“苑陵”县，其上属郡为河南郡。
文献中“苑陵”作“宛陵”。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从攻宛陵。
”《正义》引《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八里。
本郑旧县也。
”《汉志》作苑陵；《郡国志》作苑林。
《汉志》河南郡属县苑陵，“莽日左亭”。
《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十八》：“苑陵故城在今（开封府）新郑县东北，秦置县。
”考古调查表明，秦汉苑陵故址是河南省新郑市苑陵故城，城址为长方形，周长约4000米①。
昆阳  《战国策·魏策三》：“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邻。
”《史记·魏世家》：“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
”《史记·曹相国世家》：“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
”《正义》引《括地志》云“昆阳故城在叶县北二十五里”。
《清一统志·卷二百一十一》：“故城即今叶县治。
”秦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城。
应县  战国初为魏国地，后期为秦相范睢之封地。
《史记·魏世家》：（魏惠王）“六年，与秦会应”；“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
”《括地志》云：“故应城，故应乡也，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
”《读史·卷五十一》：“应城在（鲁山）县东三十里。
古应国。
《史记》魏惠王六年，与秦会应。
襄王十一年，复与秦武王会于应。
又客谓周最，以应为秦王太后养地。
昭王时，范睢封于此日应侯。
”秦应县故址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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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时候，顽冥未化，心中最大的理想就是把村后的荒山开垦出来，引山后之水，种瓜植果，发财致富
。
未料一路莽撞，由小学一中学一大学一工作一硕士一工作一博士一工作，游走于求学和谋生之间，混
迹于人生的“名利场”之中。
于是自家的瓜地也就野草萎萎，果园荒芜了。
中学阶段，因个子小的原因，有幸与中学校长和几个老师的孩子同堂学习，也许是受他们聪慧的影响
，学业很是轻松。
课后，我们几位的兴趣就是相互提问：南昌起义是某年某月某日？
赤壁之战发生在哪年？
尼泊尔的首都叫什么？
⋯⋯对阿拉伯数字不敏感的我，常引以为傲的是有关中外地理问题和知识点，我常以回答数量较多而
沾沾自喜，“少有寻山之趣，长存问津之性”的兴趣或许就在此埋下伏笔。
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山乡僻野，无事之时，常遥想都市的繁华。
惜我等无“跃门之途”，唯有再踏求学之路。
歧路之时，心有三思：一、云南大学的边境贸易法；二、武汉大学的历史地理；三、北京大学的考古
文物。
选择边境贸易法，是自思有机会去海关工作，很是风光。
与云大联系，回函要求学成后留云南工作五年以上，遂打消此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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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综合利用近五十多年战国秦汉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如秦陶文、金文、封泥、玺印、简牍、兵器
铭文、漆器文，以及战国秦汉城址考古等，以《汉书》、《史记》等传统文献为基础，运用历史学、
地理学、考古学、文物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科学方法和研究成果，对战国秦汉考古出士材料进行
系统爬梳、整理、研究。
利用新材料和新研究手段重新审视秦历史地理，特别是秦政区地理中郡县设置的重大问题，解决了传
统文献无法解决此时段历史地理的基础问题，从而促进秦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
　　——晁福林后晓荣博士著《秦代政区地理》，利用战国秦汉陶文、金文、封泥、玺印、简牍、兵
器铭文、漆器文等古文字资料，参以地下考古发现遗迹，结合《汉书》、《史记》诸传统文献记载，
全面深入诠释秦政区地理中的郡县设置，提出秦置54郡的见解，又考证落实了近700个秦置县，由此构
建起秦代全国的政区地理，其研究所及已经超越前贤而后来居上，处在学术领先地位，也使秦历史地
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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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代政区地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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