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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4月，本书作者聚首长沙时，我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就成书中涉及的问题呈献鄙见。
经过讨论，对这些问题获得一致的认识。
会后，我将发言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部分整理成文，以《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
史）》为题，送交各位作者审阅。
因为它是大家认可并作为成书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意见，原拟将它作为前言，放在各卷之首。
后来考虑到：它在5年之前已经公开发表，且得之甚易；经过30多位教授、研究员6年多的辛勤劳作，
它已变成800多万字的著述。
从这些著述中去了解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线与评价标准等等，比读我的那篇拙作要具体、
丰富、生动得多。
当一座建筑物已经落成之后，要人们再去看那最初的设计方案，既没有必要，也是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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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通史（第2卷）》划分历史阶段和分卷，不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对没有充分依据
作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判断的历史阶段，淡化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与描述，既不作经济形态性质的结
论，也不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作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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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经济二 秦汉繁盛的自耕农经济三 其他经济形式第三节 秦汉社会的阶级结构一 奴隶主阶级二 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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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的种植园经济与多种经营的庄园经济一 奴隶经济的两种类型二 千亩种植园商品生产三 多种经营
的庄园经济第五节 铁农具使用的时代信息一 铁农具的奴隶制使用二 大农业与小农业第六节 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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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遗存第四章 土地制度第一节 国家土地所有制一 土地与人类社会二 政府和皇室管辖的公田三 国有
土地的管理第二节 私人土地所有制一 私人小土地所有制二 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第五章 汉代屯田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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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十五章 秦汉王朝辖下各族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主要参考文献后记主编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通史.第二卷>>

章节摘录

秦汉社会阶级划分状况，只有在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时期方始出现新情况，这就是曹操在许昌大力推
行农奴制屯田制度。
与此同时，社会批判家仲长统（179-220年）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一点雪泥鸿爪，但他的遗文《昌言·
理乱篇》在揭示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生活，揭示社会阶级对立和划分方面，其基本倾向还是忠实
于奴隶占有制立场和奴隶占有制原则的，不过和过去不同，他的笔下最初出现有“徒附”的称谓，虽
然语焉不详，但总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变化的若干端倪。
请看他的原话：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
这同他的先辈商鞅、司马迁、班固、崔寔所持贫富的悬殊分野就是主奴的悬殊分野完全一致。
他所目击的编户齐民中以财力相君长者的人物到底是什么形象呢？
请看他为之画像的则是一个十足的奴隶主，而不是封建社会早期绝对自然经济统治下的农奴主，他所
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奴隶，但已有一部分似是属于由奴隶向依附农过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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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秦汉时期（含秦朝、西汉朝、新朝、东汉朝）的经济，是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中辉煌的一页。
它完成了不少开创性的建树，是一座凸显了炎黄子孙辛勤劳动和聪颖智慧的丰碑。
首先，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西汉、新、东汉继承此种统一业绩，并加以发展。
西北拥有西域，西南拥有西南诸夷，南方拥有诸越，东至海，东北远至辽东，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及经济。
历代因之，为我国在空间上拥有的版图疆域及统一的经济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规模和基础。
其次，创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被日后历代王朝所遵依。
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大家庭和中国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
它是中国成为由炎黄子孙点燃的，人类文明史上惟一的一盏前后承续、世代相沿、从未熄灭的历史明
灯的源泉。
第三，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末的古代世界里，秦汉王朝与南亚、中亚、欧非的孔雀、贵霜、
安息、罗马等奴隶占有制国家并驾前驱。
其中，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世界上东西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秦汉的经济及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科学文化技术，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和科
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我为能成为《中国经济通史》第二卷，即秦汉卷的作者感到由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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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通史(第2卷)》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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