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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隶臣妾”身份问题，在1975年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曾是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引发了海内外历史
学、法学、简牍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学者的激烈讨论。
但是，众说纷纭，至今仍争讼不决，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本书主要从法制史的角度，重新对秦汉法制史乃至秦汉史领域中的这一热点问题，即“隶臣妾”身份
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综合运用法学、历史学、简牍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
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并尽可能地吸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充
分利用目前已有的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献资料，系统而全面地搜集、整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
关“隶臣妾”的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校读、辨析、考证，逐一考察其中所见“隶臣妾 ”的身份，
力图勾画出战国、秦汉时期“隶臣妾”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基本线索，并探讨其成因与社会背景
，也尝试理清以往研究成果众说纷纭的学术成因和社会背景。
通过这样的探讨，以期在“隶臣妾”身份问题的研究上能够有所进展和突破，力争将这一问题的研究
向前推进一步。
　　全书约45万字，正文共有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
确定本课题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介绍先期研究的简况和问题所在，点明研究的思路和预期达到
的目标，明确其学术价值。
最后，设定本课题的研究方法；系统介绍所要使用的史料，尤其将重点放在本课题所利用的秦青铜器
铭文和秦汉简牍之上，对于学界颇有争议的秦“上郡”设置时间，以及《二年律令》、《奏谳书》题
名与性质、时代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使本课题能够有扎实而充分的史料基础。
　　第二章，“‘隶臣妾’身份问题研究的回顾及其评述”。
追溯1975年以前有关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涉及“隶臣妾”身份的相关先期研究，重点梳理1975
年以后近30年来海内外学者对“隶臣妾”身份问题的研究；评述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归纳各阶段研
究的特点，总结其得失，分析形成这一热点现象的原因，提出下一步的思路。
　　第三章，“关于‘隶臣妾’一词的考辨”。
在传世文献中，“隶臣 ”、“隶臣妾”之词最早出现于《汉书》之中，且均为徒刑刑名，具有在官府
从事杂役的特点。
由出土文献可知，“隶臣”这一徒刑刑名为秦国首创，最早出现于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某个时期，
至迟不晚于秦昭王时期；而“隶臣妾”一词，则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亦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行用
至汉初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夏五月为止。
“隶臣妾”一词，是由“隶臣”和“隶妾”这两个词合成的缩略复合词，其产生的原因是：春秋战国
时期，开始公布法律。
随着成文法运动的兴起，出现了徒刑制度，产生了大量新词和法律术语；而语言内部本身也要求语音
简化、表达精确，迫使同义或近义的词组结合。
因此，“隶臣”、“隶妾”以及“隶臣妾 ”，就相继出现于秦律中。
其“隶”字的多义性，则是造成“隶臣”、“ 隶妾”乃至“隶臣妾”这些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语
源学上的成因；而从罚罪人为奴逐渐转变成罚罪人为服徒刑者的发展趋势，则成为其混合性之表现在
法律学上的成因。
　　第四、五章，“秦简所见‘隶臣妾’的身份”（上、下）。
在睡虎地秦简的37条史料中，“隶臣妾”（包括其各种形式）可以确定为刑名或刑徒者，约65％；可
以确定为官奴隶者，约17％：不能确定者，约14％；待考者（ “更隶妾”），约4％。
在龙岗秦简的1条史料中，“隶臣妾”的身份为徒刑刑名；在里耶秦简的5条史料中，“隶臣妾”的身
份均为刑徒。
可见，从战国秦到秦朝，“隶臣妾”的发展基本轨迹是：由刑徒、官奴隶这样的混合体，逐渐走向刑
徒的单一称谓。
　　第六、七章，“张家山汉简所见‘隶臣妾’的身份”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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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律令》19条律文所见的“隶臣妾”，均为汉律徒刑刑名；《奏谳书》与“隶臣妾”相关之四个
案例的情况是：其时代属于汉初的案例14所见“ 隶臣”、“隶臣妾”，均为西汉初汉律徒刑刑名；其
时代均属于秦之案例 20、21、22，前两例所见“隶臣妾”，可确定为秦律徒刑刑名；最后一例所见“
仆隶臣”也可以确定为秦刑徒，而“隶妾”则不能确定其身份。
由此可见，上承秦制而来的“隶臣妾”之制，发展到汉初，已成为汉律徒刑刑名。
　　第八章，“结束语”。
“隶臣妾”一词，是秦律中的专有法律术语，不仅指官奴隶，而且也指刑徒，经过战国时期、秦朝的
发展，在西汉时期的法律中演变为一个纯粹的徒刑刑名。
探讨“隶臣妾”身份问题，不能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作为预设前提。
同样，研究秦刑徒刑期问题，也不能以“隶臣妾”身份问题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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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在开始正式讨论之前，非常有必要界定一下本课题的
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迄今为止，在传世与出土的战国、秦汉文献史料之中，可以见到“隶臣”、“隶妾”以及“隶臣
妾”等类的词语。
以往的相关研究，也曾涉及到这几个词的含义及其所指向的身份。
但是，在1975年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引发人们的刻意关注和专门思考，因而也未进行比较深入的讨
论。
　　不过，自1975年12月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相关的研究情况就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关于睡虎地
秦简所见“隶臣妾”的身份究竟是奴隶还是刑徒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海内外学术界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而使之成为睡虎地秦简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但是，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根据目前汉语史学者的研究，“隶臣妾”这个专有名词是一个被规范的缩略词。
具体说来，就是由“隶臣”、“隶妾”两词复合、缩略而形成的。
但是，由睡虎地秦简可知，“隶臣妾”这个缩略词，在战国时期乃至秦代初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所涵盖或涉及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隶臣”、“隶妾”这两个词。
也就是说，在战国秦国至秦朝初期，“隶臣妾”一词曾出现过多种的表现方式或引申形式。
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将“隶臣妾”一词，看作是一个母概念，而“隶臣”、“隶妾”等词，则可以被
视为其子概念。
在一般情况下，本书将以“隶臣妾”一词来统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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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隶臣妾”身份再研究》主要从法制史的角度，重新对秦汉法制史 乃至秦汉史领域中的这一热
点问题，即“隶臣妾” 身份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综合运用法学、历史学、 简牍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采用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 ”印证“纸上之材料”，并尽可能地吸收相
关研究 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传世文献资 料和出土文献资料，系统而全面地搜集、
整理传世 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隶臣妾”的史料，并对这 些史料进行校读、辨析、考证，逐一考
察其中所见 “隶臣妾”的身份，力图勾画出战国、秦汉时期“ 隶臣妾”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基
本线索，并探 讨其成因与社会背景，也尝试理清以往研究成果众 说纷纭的学术成因和社会背景。
通过这样的探讨， 以期在“隶臣妾”身份问题的研究上能够有所进展 和突破，力争将这一问题的研
究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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