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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论述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为便于把握，先介绍一下本书基本思路和内容，同时界定相关概念
。吴地是个历史的范畴，其空间广狭因时而异。所以，先就吴地的区域变迁作出说明。吴地，因为太
伯(一作泰伯)奔吴而纳入史家的视野，也因为太伯奔吴而步入文明时代的大门。但是，商末周初的“
吴”不过是现在长三角地区一个狭小的聚落，用现在的话说，仅仅是一个居民点，其区域是非常狭小
的。这是由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般水平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原国家，从外部形态上说，不过是一些有点
无面的城邦而已，不存在后世的领土概念。其时之吴地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还处在文明时代的
前夜，太伯所奔之“吴”的区域范围更是有限的、不固定的。泰伯奔吴以后，随着吴国的建立，西周
礼乐文明在吴地生根开花，“吴”的区域才处于不断地扩展，并和附近的其他部族处于冲突和融合的
进程之中。只是因为史料的限制我们已经无法了解这个变迁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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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着眼于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针对以往吴地区域史研究的不足
，系统研究西周至孙吴时期吴地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重点讨论先秦时代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秦朝统一对吴地社会的影响、揭示两汉时代吴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孙吴时代吴地社会结构及
其经济进步的一般状况，弥补了秦汉时代区域社会研究的不足。从文化传播、人口迁移、社会控制等
不同层面说明国家力量对社会发展的辩证作用。对先秦时期吴文化与周文化的关系、战国时代吴地社
会风俗与中原的差异问题、汉魏时期的吴地社会特点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运用吴简系统揭示
吴地基层社会结构，探讨吴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特点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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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先秦吴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一节 “太伯奔吴”的历史分析第二节 周吴关系释疑第三节 礼
乐文明在吴地的传播第四节 吴国疆域的扩展和吴越关系第二章 秦朝统一对吴地社会的影响第一节 战
国时期经济区域及吴地区域社会特点一、战国时期的经济区域二、吴地的社会与经济第二节 秦朝统一
后经济结构的变动第三节 “匡饬异俗”与社会整合一、秦始皇“匡饬异俗”的历史基础二、秦与六国
风俗差异的比较分析三、用法律手段“匡饬异俗”的功能分析第四节 《会稽刻石》与吴地风俗第三章
西汉时期吴地社会经济与中原的逐步趋同第一节 西汉大分封与吴地社会传统经济结构的复活一、汉初
经济结构的变动二、分封与吴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第二节 吴地社会经济与中原的同一化一、七国之
乱后吴地社会经济的变动二、汉武帝经济改革对吴地的影响三、人口流动与吴地社会第四章 东汉吴地
的迅速发展与人文进步第一节 郡县、人口的变迁一、郡县数量的变动和人口的增加二、人口南移的原
因分析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二、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第三节 人文的
进步一、仕人的增加二、官吏的儒化三、教育的发达及私人讲学风气的兴起第四节 东汉末年吴地移民
的增加与社会变动第五章 豪强大姓和孙吴政权关系的演变第一节 江东大族的兴起和发展一、孙吴豪
强大姓概述二、土著大族的渊源和演变第二节 江东世家大族的声望和特权一、出仕优先二、掌控清议
三、垄断学术四、经济实力雄厚第三节 孙吴政权和世家大族关系的变迁一、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二
、孙权时期：合作与限制三、三嗣主时期：貌合神离第六章 孙吴的基层社会控制第一节 编户民的分
层一、郡县领民二、屯田民三、诸吏四、各类隶属人口五、国家佃农第二节 基层政权组织一、乡里制
度二、乡与丘第三节 对编户民的人身控制一、户籍制度二、限制大姓私占人口三、国家佃田制第四节
国家佃农田租负担分析一、佃田者的租税负担分析二、佃农和屯田民负担比较三、田租政策的原因分
析余论：吴简所见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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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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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吴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20世纪末叶才受到学界的重视，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先秦、六朝和宋朝
以后，对战国秦汉时期吴地社会的探讨限于客观上的资料限制，是十分的薄弱，就以六朝时期的吴国
历史而论，人们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也基本是个空白。1999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莉》面
世，打开了我们认识吴国历史的新视野，使我们了解吴国以及吴地基层社会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遂
结合自己多年研究战国秦汉史的体验，萌生了系统探讨先秦汉魏时期吴地社会变迁的念头，先后指导
我的研究生沈华、高婷婷两位同志将研究重点放在吴地区域社会的变迁方面；同时以《周秦汉魏时期
吴地社会与吴文化变迁》为题申报了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并在2002年底获得立项。本书就是我们师
生三人共同完成的该项目的终期成果。本书是地地道道的引玉之作。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本
人水平所限。我本治断代史，对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所知不多，对本课题的难度估计的也不够。直
到本课题展开以后，才发现事情远非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这不仅仅是因为理论素养不够，更有着实证
的困难，许多问题因为资料的限制难以落在实处，所以本书的许多章节不够厚实。其次，我读书为文
，向来以兴趣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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