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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前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下，全球一体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电子
网络的发展，将世界各地瞬间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历史研究也可以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进行了。
　　与此同时，人类还共同面对着资源、环境、人口等诸多重大课题。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当今人类
的存在本身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还包含因可怕的核战争而导致人类灭亡的
可能性，事实上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这些事实昭示了人类正面临某种意义上的落
幕。这是否会变成如文字所说的落幕即人类的结束？还是人类跨越这一考验，站在更高的层次迈出下
一个历史的第一步呢？这些问题令人难以预测。　　面对这种考验，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重
新探索人类走过的道路即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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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内容概要

此书为“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之一种。原为由佐竹靖彦等编纂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问题的丛
书《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卷，这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汉译本。本书中包含了佐竹靖彦、古贺
登、松丸道雄等日本当代研究中国史问题的著名学者的论文十七篇，内容涵盖中国殷周秦汉时代的国
制、法制、历法、水利、财政、兵制、文书、思想等各方面。是了解日本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殷周秦汉
史现状的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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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书籍目录

殷周春秋史总说
古代城市社会
先秦时期国制史
周的国制
--以封建制与官制为中心
商周时期法制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历与称元法
中国古代社会与水利问题
社会史研究与“卜筮祭祷简”、“日书”
战国秦汉史总论
国制史
秦汉时期的财政问题
文书行政
围绕秦汉兵制的若干问题
儒教的国教化
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
秦始皇的思想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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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章节摘录

　　三、春秋　　春秋中期王朝、诸侯系谱中所见的父子继承得以安定的所谓&ldquo;体制&rdquo;包
括两个内容：其一，中原地区诸侯国内，由特定的家族世袭垄断政权的世族统治体制；其二，与此相
表里的、整个中原政治秩序的霸主体制。下文简单概括世族统治体制和霸主体制的演变过程，考察春
秋时期的国制情况。　　从西周晚期开始，王朝和诸侯国的君位继承已经开始产生混乱，王朝、诸侯
问以及诸侯相互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此后整个先秦时期不安定因素之一，就是随着统治阶层的人口
增加，导致了邑田的不足。金文和传世文献均可证明，西周王朝的&ldquo;封建&rdquo;，某些时候就
是开拓和殖民式的建设全新的城市。西周初、中期的君位继承、由父子继承延续反映出的政治社会秩
序的稳定，就建立在持续不断地获得开拓的邑田这一基础之上。而西周晚期以降的混乱则显示出邑田
的获取已经到达极限。　　西周王朝崩坏的同时，伴随着武力行使的王朝控制力也随之衰弱。结果，
使得某些中原诸侯国试图通过合并周边诸国扩大疆域，藉此消除邑田不足带来的国内矛盾。为了控制
扩大了的疆域，国君又将邑田赐予公子、近臣等人，使之担负起统治之责。　　西周王朝崩坏之后至
春秋初期，中原强大诸侯不断合并周边诸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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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精彩短评

1、翻过
2、不明覺厲...
3、研究指引就该这么写噻，水平另说⋯⋯PS:原来我研究的问题叫“国制”⋯⋯
4、这是一部文集，汇集了日本重量级学者对于先秦与秦汉史学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有些
论文是作者的实质性研究论文，而另外一些论文则带有学术综述的性质。无论哪一种，内容都十分丰
富。
5、主要看了秦汉部分。殷周的考古史料太多。。。
6、先秦的文章有点旧了
7、很不错/日本人研究我们比较深/我们反日游行比较疯
8、福井重雅一篇可与沈文倬黄龙十二博士合观。
9、秦汉多阅
10、选择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有利于入门。
11、日本人做学问还是很有意思的
12、是个论文集，但是文章挺精彩的。
13、其实只有最后一篇看了有点感觉
14、这一套书可以看看，由不少大家执笔而成，借以可以了解一些日本学术界中国史研究情况的。
15、秦始皇的思想专制 移风易俗 儒学影响
16、是个引子。
17、《秦汉时期的财政问题》这篇翻译得渣儿一样。
18、个别篇章依旧很精彩，强过支那武断之论不知多少倍。
19、过眼，“历与称元法”一文值得重视~
20、部分阅读，阅过部分都写的很好。
21、日本学者研究导览，少数篇目翻译有语句表达上的问题
22、中学教科书
23、我拿到还是第一次印刷的，很不错
24、速成读法，下回斟酌
25、这个暑假要谢福井重雅！
26、匆匆浏览一遍，文章当然都很老了，但是对于了解学术发展脉络和手边备查还算是必要。这书的
极品之处在于，好几篇文章译得很不好，很郁闷地找译者时，发现颇有几篇没有标明译者，特别无语
地去找责编时，发现根本没写责编是谁。
27、《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为“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之一种。原为由佐竹靖彦等编纂的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问题的丛书《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卷，这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汉译本。
《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包含了佐竹靖彦、古贺登、松丸道雄等日本当代研究中国史问题的著
名学者的论文十七篇，内容涵盖中国殷周秦汉时代的国制、法制、历法、水利、财政、兵制、文书、
思想等各方面。是了解日本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殷周秦汉史现状的重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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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精彩书评

1、6月27日，读佐竹靖彦《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我只翻阅了和秦汉史有关的部分，开卷有益
。本书前言虽然极尽谦逊，但内容总能让人眼睛一亮。如稻叶一郎《秦始皇的思想专制》，本文首先
有一个观点，即“法家”的概念是西汉才产生的。他认为，秦始皇的负面形象是由汉儒赋予的，有不
少秦始皇的“事迹”是汉儒的污蔑。汉儒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韩非学派”与前政权绑在一起，从而
把秉承荀学的一派儒家称之为“法家”，并从儒家的法统中开除。而与邹衍关系较近，言阴阳五行的
齐学，原本不是儒家之正宗，但在开除荀学或“法家”的同时得以一跃成为儒家正统，西汉显学。本
文从这样一个角度谈经学变革，殊为有趣味。另一篇是福井重雅《儒教的国教化》，把《史记》和《
汉书》里的《董仲舒传》做了比较，发现董仲舒的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比如罢百尊儒在武帝朝施
行的程度，以及董仲舒本人在武帝朝被任用的程度等，两个史书都有着巨大差别。据此，作者对儒家
国教化的时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武帝朝的很多言之凿凿的事例，都是后汉追认的。结论或可商
榷，但本文用两个史书的不同来做突破口，思路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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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章节试读

1、《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188页

        云秦汉制度“广大庶民阶层被直接纳入国制”，亦有见地。盖周天子封建诸侯，非直接理民也。

2、《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书后

        乙未冬深读毕一遍

3、《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245页

        云秦汉征兵，自二十余至五十余，检簿籍而征发，此与明清以军户为世袭职业殊有不同，二者嬗
变，颇可玩味也。

4、《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167页

        云1955年翦伯赞访日，闻有学者主张中国封建由宋始，乃戏言国内亦有人以宋为资本主义开端，
如此则中国无封建社会矣。盖中国学者，或出于某种民族感情，不愿将本国社会进步之时间点设置太
晚，故未闻魏晋以后乃封建之说也。

5、《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110页

        云史记载卫国亡于秦二世系著者不解立年改元事之故，甚有见地。然卫亡之事距汉不远，似亦无
误算之理。

6、《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162页

        云定县汉简书：“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此今文家论语读法。

7、《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29页

        “还有饭岛武次也认为城内属于西周时期都城的建筑遗迹没有，...”等句显系译者依日文语法将谓
语后置而成。

8、《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的笔记-第212页

        云前汉武帝元帝时人口减少，未知何本，彼时承平无事，外无强敌入掠，内无水旱灾疫，何以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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