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秦汉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2540273

10位ISBN编号：7532540278

出版时间：2005-07-01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吕思勉

页数：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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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
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
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
典著作。
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
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
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
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
《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
，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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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
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
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
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
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
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
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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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郡县之制，由来已久，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惟皆与封建并行，尽废封建而行郡县，
实自始皇始耳。
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剂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请立诸子，惟上幸许。
”始皇下其议于羣臣。
羣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僻。
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
宁之术也。
置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监。
秦、汉时之县，即古之所谓国，为当时施政之基，郡则有军备，为控制守御而设，亦见《先秦史》第
十四章第一节。
故决废封建之后，遂举分天下以为郡也。
三十四年，淳于越非废封建，仍为李斯所驳，且以此招焚书之祸，见下。
李斯持废封建之议，可谓甚坚，而始皇亦可谓能终用其谋矣。
　　是岁，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
销以为钟镰，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此犹今之禁藏军火。
当时民间兵器本少也。
参看第十八章第六节。
《始皇本纪》但言销兵，《李斯传》则云“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贾生言秦“堕名城”
；《始皇本纪赞》。
《秦楚之际月表》曰“堕坏名城，销锋镝”；《叔孙通传》：通对二世问曰“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
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严安上书：言秦“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虞，示不复用”；
《汉书》本传。
则夷城郭实与销锋镝并重。
《张耳陈余传》：章邯引兵至邯鄂，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则名城亦有未尽毁者，然所毁必不少
矣。
《宋史，王禹偁传》：禹偶上书，言“大祖、大宗，削平僭伪。
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
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
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
则宋时犹以此为制驭之方，无怪秦人视此为长治久安之计矣。
三十年碣石门刻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
，则当时并有利交通之意，不徒为镇压计也。
后人举而笑之、亦过矣。
　　销兵之后，《史记》又称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此自一统后应有之义，然此等事收效盖微，世或以为推行尽利，则误矣。
参看第十九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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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所以为强干弱枝计也。
《刘敬传》：敬使匈奴结和亲。
还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
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
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板中。
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上曰：“善。
”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此策全与始皇同。
《汉书·地理志》言：“秦既减韩，徙天下不轨之徒于南阳。
”盖豪杰宗强者，使之去其故居，则其势力减，而又可以实空虚之处。
当宗法盛行时，治理之策，固不得不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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