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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芳2000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以秦汉史为研究方向。
在此之前，她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师从秦进才教授，以《两汉人际称谓管窥》论文，获得硕士学
位。
入学之初，白芳来谈她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习情况及自己的研究兴趣。
提出把秦汉人际称谓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想法。
我赞成和支持她的想法。
因为人际称谓能够敏锐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往往又促使称谓相应
地发生很多改变。
因此，人际称谓反映了社会变迁。
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我对她说，研究的兴趣是很重要的，许多学者一辈子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一步步深入，获得一个学位
，出版一部著作，获得高一级的学位，又出版一部著作，甚至博士后研究，也是同一个课题。
在同一个领域里摸爬滚打几十年，这样作品就有可能成为学术精品。
所以，鼓励她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白芳是从学校到学校，攻读各种学位的，没有踏入社会工作过。
她攻读博士学位，也是一个治史方法训练过程。
因此，在入学的初期，对她谈方法论比较多。
史学家是训练出来的，光有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史学方法的训练，并以之进行史学研
究的实践，才能成为史学家。
历史研究有其基本方法，我要求她认真阅读两本书：一本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此书把严教授的
《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集合在一起。
严耕望先生是当代史学名家，治学一丝不苟，考证精密。
本书总结了他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和治史的实践经验。
举凡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
撰写与改订、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
来，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是有志于史学研究的青年人的入门津梁。
另一本是《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本书是陈垣的学生白寿彝、蔡尚思、柴德赓、
郭预衡、牟润孙、史树青、启功、刘乃和、李瑚、赵光贤等写的记述陈垣的生平、治学、学术、思想
、贡献及励耘精神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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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人际称谓与秦汉社会变迁”的专著，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书上
包括了：“臣”称谓的沿革与社会变迁、南越国与汉朝之间的臣属关系、秦汉时期“公”的稳定承袭
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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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芳，1975年生，河北衡水人，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曾发表《二十年来李斯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6期转载)
，《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秦汉卷
》2003年第3期转载)等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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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亲属称谓自古及今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众多的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都曾从不同角
度对亲属称谓作过专门的论述。
由于血缘关系与婚姻制度是产生亲属称谓的基础，所以以此为切人点去探索亲属称谓由来变迁的规律
，便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马良民先生在《由先秦礼俗和亲属称谓看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文史哲》1987年第5期）一文中
从分析“舅”、“姑”、“出”、“姬”四种亲属称谓的内涵人手，得出了这些称谓是父系小家庭已
经普遍存在的产物的结论。
赵文公先生在《唐代亲属称谓“哥”词义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一文中，通过对唐代“称父为哥”这一现象的探讨，揭示出亲属称谓“哥”所反映的唐代婚姻制度
的内容。
作者认为导致“称父为哥”这一亲属称谓的流行，体现了唐代皇室、士族中存在着不计行辈的婚姻形
态，具有群婚的遗痕。
阎爱民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汉晋家族问题研究》第三章《亲属称谓制度》一文中，通过对汉晋时期亲
属个体称谓的变化进行探讨，揭示出汉、晋时期在婚姻形态、亲属结构及家与族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巨
变社会称谓能够敏感地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与革新，具有极大的变动性。
由于等级观念的存在，社会关系中官本位的观念十分突出，因而多数学者以探研职官制度的沿革变迁
为立足点，对社会称谓的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从帝王称谓的角度而言，郭鹏飞先生在《（尔雅·释诂
）“林蒸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探析》（《汉学研究》第18卷第2期）一文中，通过深入分析先秦
典籍中的有关史料，对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辨异的工作，详尽地探究出各字词所含的“君”义在不同的
语境条件下所指的相应层面。
赵伯雄先生在《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一文中，通过对“县”原始涵义
的阐发，指出了在汉代“县官”具有代表中央政府与代表天子的双重涵义，并由此揭示出汉人崇古的
心态观念。
秦进才先生在《“万岁”源流考》（《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对“万岁”这一称谓的源
流变迁情况作了细致入微的阐述，提出“万岁”的演变是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缩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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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选题始于1997年，当时本人师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秦进才先生，以秦汉史作为自己的研
究方向。
在秦先生严谨的指导、教诲与启发下，本人选定《两汉人际称谓管窥》作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题
目。
三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学有所成，但同时自己也深知学术的海洋博大精深，目前的成绩仅仅是沧海一
粟。
2000年，本人荣幸得投师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先生的门下，继续从事先秦、秦汉史的研究和
南越国史的专题研究。
入门之初，本人向张先生汇报了继续把秦汉人际称谓作为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的想法，得到了先生的赞
同与支持。
在治学上张先生一再强调，作学问一要“竭泽而渔”式地搜集资料，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二要重
视利用各种考古材料，重视地下材料与书面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
为此，张先生多次带我亲临南越王墓遗址、南越国御苑遗址、木构水闸遗址的考古现场实地考察，及
时了解、发现最新的考古动态，本人与文物考古结缘也正是始自于此。
2003年，本人的博士论文《秦汉人际称谓的沿革与社会变迁——以臣、公、足下为例》如期顺利地通
过了论文答辩，并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评定为是一篇较为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虽然拿到了学位上的最高头衔，但本人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论文撰写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即对考古材
料、出土文物的运用不能得心应手。
隔行如隔山的压力感越来越大，因此本人毕业后的工作方向选择了文博系统。
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资源及与考古所亲如手足般的合作关系为本人的论文修订及拙著的最后定稿提供了
优越的便利条件。
十余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几多往事，几多感慨在心头。
在拙著即将付梓之际，我要由衷地感谢两位恩师，是他们的悉心栽培与教导，造就了我今日的成绩；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为我营造了安定的研究环境；最后还要感谢
博物馆界的良师益友，是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由一个考古文物的门外汉渐渐转型为一名学有专长的
文物工作者。
本书的出版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愿意再接再厉，去品味更多收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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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际称谓与秦汉社会变迁》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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