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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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天地间一大变局&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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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底色&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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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囿于一隅&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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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一、皇帝制度的出现二、天下为家三、皇权的运作四、皇权的继承与转移
五、皇帝制度的发展六、皇帝与中国社会七、皇帝制度的结束及余波秦汉皇帝与&ldquo;圣人&rdquo;
一、秦始皇与&ldquo;圣人&rdquo;二、汉代皇帝与&ldquo;圣人&rdquo;三、汉代的&ldquo;圣人名
单&rdquo;四、汉世有无&ldquo;圣人&rdquo;? 五、余论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　一、古
代天下观的形成　二、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　三、结论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一、《新序》与《
汉书》之关系二、《史记》、《汉书》书法三、结论附录一至附录九母权．外戚。
儒生&mdash;&mdash;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一、母系社会遗痕?父系社会中的母权? 二、&ldquo;家天
下&rdquo;政治结构中的皇后和母后三、外戚与皇帝四、成帝与王氏的兴起五、外戚政治与王莽篡汉六
、王莽的另一面：理想与野心兼具的儒生七、禅让传贤的时代空气东汉光武帝与封禅一、为人忽略的
《封禅仪记》二、《封禅仪记》中的光武封禅三、封天石碑里的&ldquo;意底牢结&rdquo;(ideology) 四
、后世诸儒眼中的封禅和对光武封禅的评论五、结论从比较观点谈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ldquo;皇
帝&rdquo;允许允武：汉代官史的一种典型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东汉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论汉代的以貌
举人&mdash;&mdash;从&ldquo;行义&rdquo;旧注说起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汉代的父老
、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再议秦或西汉初和奸案中所见的亲属伦理关系从尹湾出土简牍
看汉代的&ldquo;种树&rdquo;和&ldquo;养老&rdquo;东汉的方土与求仙风气&mdash;&mdash;肥致碑读记
《太平经》对善恶报应的再肯定&mdash;&mdash;承负说《太平经》里的九等人和凡民和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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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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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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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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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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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秦汉史论著系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下一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