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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收集了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630多座秦汉城址资料，并将它们进行分区、分
级研究。分区主要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兼及自然地理及今日政区划分：分级既考虑当时的郡县制和
郡国体制，也考虑到城邑沿用造成的等级差异。为了便于微观观察和宏观把握，书中对单一城址，重
点考查其历史沿革、形制布局及文化内涵：对整个时代的城邑，重点研究它们的分布规律、特点以及
区域性差异。在分区、分级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城邑与秦汉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人口、环境等方
面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最后，对城邑的发展历程做了纵向考察，研究了中国古代城邑与文明产
生发展进程的关系，以及秦汉城邑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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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龙国，历史学博士。1964年5月生于山东费县，1984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84-2001年在山东淄博市博物馆工作，2001-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并获历史
学博士学位，200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2007-2008年赴韩国东亚细亚文化财研
究院访学。先后参加了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遗址、桓台史家史前文化遗址、临淄商王村战国西汉墓地
、临淄南马坊一号战国大墓、临淄齐国故城冶铸遗址，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宫殿基址、直城
门和安门遗址、直城门大街和安门大街遗址、未央区梨园路住保大厦唐代粮仓遗址，以及澳门圣保禄
学院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出版考古发掘报告1部，发表考古简报、学术论文50余篇，《中国考古学·
秦汉卷》主要撰稿人之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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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城与邑的演变
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城与邑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与邑
三 秦汉时期的城与邑
第二节 有关秦汉城邑的历史文献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秦汉城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一 配合基本建设的调查与发掘
（20世纪50-60年代）
二 以都城为重点的调查与发掘
（20世纪70-80年代）
三 都城与地方城邑的考古与研究并举
（20世纪90年代至今）
第四节 秦汉城邑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一 研究方法
二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三 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秦汉都城的考古发现与郡县制的确立
第一节 秦汉都城的考古发现
一 秦都咸阳城
二 西汉长安城
三 东汉洛阳城
第二节 秦代郡县制
第三节 汉代郡国制
第三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郡国城
第二节 县邑城
第三节 城址类型划分
一 城址规模
二 平面形制
第四节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与城内布局
一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
二 城内布局
第五节 东周城邑的沿用
第四章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郡国城
第二节 县邑城
第三节 城邑类型划分
一 城邑规模
二 平面形制
第四节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与城内布局
一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
二 城内布局
第五节 南方城邑的发展-
第五章 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边城的设置与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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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方长城沿线区域的界定
二 边城的设立
三 边城的考古发现
第二节 郡国城
第三节 县邑城与属国城
第四节 城邑类型划分
一 城邑规模
二 平面形制
第五节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与城内布局
一 城墙城门等建筑设施
二 布局与功能
三 边城中的马面问题
第六节 长城沿线地带城邑的特点
第七节 边城与长城
一 边城的建筑年代
二 长城各段的走向与年代
三 长城沿线边城的年代
四 边城与障城、烽燧的关系
第八节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宁城图
第九节 边城居民与民族融合
一 边城人口数量
二 边城人口构成
三 边城管理与居民生活
四 边城民族融合
五 边城对中原城邑的影响
第六章 边远地区的秦汉城邑
第一节 河西走廊
一 河西四郡的设置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二节 青海东部地区
一 历史概况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三节 西域地区
一 张骞通西域与都护府的设立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四节 西南地区
一 西南地区郡县设置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五节 福建及岭南地区
一 百越王权的倾覆
二 考古发现
三 城邑特点
第六节 东北地区
一 乐浪四郡及高句丽政权
二 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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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邑特点
第七章 秦汉城邑制度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一节 秦汉城邑与中央集权
一 筑城
二 秦始皇“堕名城”
三 刘邦“令天下县邑城”
四 秦汉城邑制度的建立
五 全国城邑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六 秦汉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二节 秦汉城邑的功能与形态
一 城邑功能的转变
二 封闭的空间形态
三 城邑等级化
第八章 秦汉城邑人口问题
第一节 郡县城人口的分布与构成
一 郡县城与人口的分布及变化
二 城邑人口构成与城邑经济分析
第二节 城邑人口的比例
第九章 秦汉城邑手工业与商业
第一节 城邑手工业及其布局
一 铁器手工业
二 铜器手工业
三 陶器手工业
四 其他手工业
第二节 城邑商业与市场
一 市场
二 抑商
三 商品经济评估
第十章 秦汉城邑与自然环境
第一节 城邑与地理环境
第二节 城邑与气候环境
第三节 城邑对环境的影响
第十一章 秦汉城邑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节 先秦城邑与文明进程
第二节 秦汉城邑的继承与发展
一 继承和发展了城邑的等级制度
二 继承和发展了战国形成的郡县制
三 继承了王国以来形成的两城制
四 继承了封闭的空间模式
五 继承了高台建筑形式
六 继承和发展了战国以来形成的城邑网络
七 官城与官署的变化及轴线的初步确立
八 宗庙位置的变化
第三节 秦汉以后城邑的发展变化
一 《匠人营国》的模式
二 单一宫城及中轴线的出现
三 皇城的出现
四 里坊制度的变化
五 佛教建筑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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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断代的城市考古著作，越来越多了。其实可以分上下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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