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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的代表作。
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封面社会前期发展阶段秦与两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的形成
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及中外大交流的情况，其中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
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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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剑鸣（1935-1997）著名秦汉史专家。
1935年生于北京。
1949年6月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7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61年10月至1972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任助
教。
1972年至1988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8年12月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法律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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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秦王朝政府“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引《集解》徐广
曰)，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障碍，促进封建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施。
我国史学界有人认为“它标志着在战国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统一的全国范围
内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权”(郭沫若《中国史稿》第2册第12l页)。
但为什么是对土地私有权的“进一步”“确认”?目前尚无人给予详细说明。
如果说仅仅是承认土地私有，那么早在数百年前的公元前594年的鲁国就“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的
秦就已“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了。
土地私有权早已在那时就在西至秦、东至鲁的全国范围内开始“确认”了，无需至秦统一后再“进一
步”。
“使黔首自实田”的意义在于：令全国百姓(黔首)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包括田地与休耕地(即“田”
与“莱田”)如实上报。
这表示，今后国家不再干预私有土地使用情况，不再规定必须有“田”及“莱田”的明确划分。
这就无异于宣布“爰田”制的彻底废除。
翌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曾记下这样几句话：“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碣石刻石之前，秦始皇先后在之罘、琅邪、邹峄山留有刻石，其中歌功颂德之辞虽大同小异，却均
无“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之词。
可见，这绝不是一般颂辞，而有其具体意义。
按“产”即指农业生产，来田即莱田。
“久并来田”者，谓政府将以前强行规定分开之“莱田”与“田”合并起来，不加干涉。
由于取消了这种“爰田”制的残余，减少了政府对私有土地的干预，于是“男乐其畴，女修其业”“
莫不安所”而欢欣鼓舞了。
从秦简和其他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自秦始皇三十一年以后，政府对土地私有权的干预明显地减弱
。
这从侧面证明“使黔首自实　　田”就是废除爰田制残余。
从此“爰田”在历史上消失了。
　　因此，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是扫除封建土地么有障碍的重要措施，是封建土地所
有制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赋税制度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的同时，赋税制度也在秦代确立起来了。
　　秦代的赋税，主要是田租、口赋和杂赋三种：　　田租，即按土地征收的田税。
自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初租禾”开始，秦国就正式征收田租。
统一中国后，依然征收田租，不过办法略有不同。
据《通典·食货》记载，秦以前的田税“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地数未盈，其数必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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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秦汉史》是1978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确定编写的一部教材。
时光荏苒，至今已近10年，当年笔者接受这一任务时，还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教师，当缴出这份“考
卷”时，已是过“知天命”之年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能有几个10年?笔者用这么长的时间去完成这部《秦汉史》，原想将近年来国内外秦
汉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到书中来，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历史系提供一个比较满意的教材。
为此，当1984年全书初步草成时，笔者并未匆忙交稿，其目的是想在1985年应日本学者大庭脩邀请赴
日讲学之机，进一步吸取近年来日本学者、港台学者及欧美学者在研究秦汉史方面的成果。
所以，自日本归来后，又用半年多的时间修改、补充，最后，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说这部教材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甚至还有许多错误的话，没有其他原因，那只能说明笔者学力
有限。
希望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将来若有可能，我愿意重新修订或改写。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按照教材的要求编写，篇幅有限，所以不少内容无法展开。
对一些学术界尚在争论的问题，书中也只能采取最通常的看法。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中的一些　　观点与拙作《秦史稿》常常不尽一致。
这就是由本书作为教材这一性质决定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书中对目前中国史学界正在热烈展开讨论的史学方法问题，吸收的不多，在编写体
例、形式和方法方面，基本上保持解放以来教材的那种“旧”面貌。
这并非笔者不愿接受新事物，而是在目前的水平下无力做到这一点。
笔者非常欢迎有从形式到方法全新的秦汉史专著出现，使这部《秦汉史》早日被淘汰，这是我衷心希
望的。
　　毋庸赘言，本书中的资料、观点以至叙述方式，许多处均吸收了国、内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林甘泉、高敏、安作璋、朱绍侯、张传玺、劳干、余英时、大庭脩、永田
英正、古贺登、鲁惟一等学者的著作，都是笔者在写作中经常翻阅的。
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的论文和著作，都给笔者以极大帮助，恕不一一列出。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认真审校、热情工作，是本书能够问世的关键。
谨向这些前辈和朋友们表示敬意。
　　林剑鸣　　198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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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历史专著从书，这部由中国秦汉史研究
会会长林剑鸣教授编著的《春秋史》属于该系列丛书其中的一部，他在此前出版的《秦史稿》曾被广
大专家学者推崇，并一度作为众多高校历史学专业的专业教材，备受学生喜爱。
这部《秦汉史》汇集了林教授一生的学术精华，学术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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