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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史》

作者简介

劳 干（1907.01.13—2003.08.30），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
字贞一，湖南省长沙人，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商县。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美国哈佛大学
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
劳干研究的“居延汉简”
究员、研究员。1949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
士。1962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1975年从加州大学退休后为荣誉教授。1982年被聘为台湾大学历
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他一生治学甚勤，曾在甘肃西部的敦煌及宁夏的居延海做过古文物考察王作，行迹直达新疆东界；还
到过四川及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抗战前后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西南和南方有不少了
解，扩大了视野。
他的研究范围以汉代为中心
他对于汉代前后的研究，主要以制度方面为主，原因有二：第一，在材料方面，汉代木简涉及制度的
较多；第二，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上，官制和地理，被一般学者视为畏途，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启发。他
做了不少有关秦汉的政治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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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史》

精彩短评

1、此书短短百十页写尽秦汉兴衰，真可谓大家手笔！唯其短矣，不乏创见，颇有当代人写史之感！
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对刘邦的翻案皆有其匠心。此书于文大交流时获得，更显珍贵，再登阳明山竟不
知有年矣！
2、普及读物，简捷明快浅显。
3、简明扼要
4、提纲挈领,有些分析也很有意思。
5、1947中国文化服务社17刘邦平民出身，愿做贵族，继承秦（驳平民革命论）18班彪王命论。群雄仅
刘用秦吏，萧何大行秦法19刘少诛功臣，朱元璋多23文帝除诽谤罪30商人丝绣衣冠、车盖。黄老可以
文帝“慈俭不为天下先”代表32独尊儒是统一国家事实需要47王莽兴：汉衰知识分子要改制必然，外
戚王氏偶然51王：儒家饰私利56败在币值军事63光武功臣全留，兴学校64崇俭废郡兵、并县、不信三
公而任尚书省69婆教神入简洁佛教，佛教退居超奋发88诸葛治国长于治兵，儒行法家91曹操非平民政
权，但破坏世族礼教。老庄非黄老92骑虎难下，篡汉开恶例109道教、民间信仰（注意社）
6、此書不過百餘頁，名為秦漢史綱或更合適。然書中綱舉目張，條理清晰，屬意於研治秦漢史者，
可作入門之參考，亦可與呂誠之《秦漢史》一併參照。
7、关于基本史实大纲方面和资治通鉴的记载都差不多。比较适合作为普及读物吧，大体上勾勒秦汉
四百多年轮廓，而且立场方面还是很客观的。
8、这本书确切说是秦汉史略，另外读这本书深刻的感受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定理，
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分析跟大陆这边的心态是有很大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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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史》

精彩书评

1、劳幹先生作为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大家，这本书算是台湾地区研究秦汉史的入门读物，语言亲切平
实，白话很多，像是讲课稿的整理版。此书短短137页，确切而言，这本书应该叫《秦汉史略》，因为
篇幅是在短小简洁，比之大陆所出的任何一个版本的《秦汉史》的同名著作都要短。历史学家克罗齐
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何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窥得一斑
。按理来说，一般意义上的秦汉史研究，都是指秦代、西汉和东汉三代的断代研究，和三国时期的蜀
汉研究，一般都归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之中，但唯独在此书中，专辟一章谈了些蜀汉时期的政治、
经济、文化活动。在作者的叙述中，给人的感觉是刘秀也是西汉王室的远房后裔，刘备也算西汉王室
的远方后裔，那么刘备和刘秀所建立的延续西汉香火的政权就应该被同样对待。如果以作者的立场而
言，不把刘备政权算作汉家王朝的历史延续的话，那么在台湾地区的民国政府的地位又将如何被看待
呢？记得高考复习历史的时候，背诵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几个先决条件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叫做“六国
人民共有着向往大一统局面的心愿”，当时年幼无知的我始终不能明白祖先们如此伟大的美好夙愿。
而本书与大陆所出的各种同名著作果真不一样，并没有费什么笔墨去探讨秦国成功的原因，而是在
第13页，第三章“楚汉之际”的第一句话就说明了“秦国灭亡的两种意义：第一是专制、严苛、集权
、奴役的政治失败了，第二是东方的六国，代替了西方的秦国。”劳幹先生紧接着下来的一段分析，
颇有意思，他指出：在第一项来说，在六国时期，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但是仍然有平静的时候，人
民仍得到应享的自由。六国时期是重“士”的，士可以随便批评政府。战国时代，不是没有比较专制
的政府，也不是没有暴君，但彻底实行韩非绝对君权，不容其他思想存在，还是在秦始皇的晚期。可
是就业的机会早就比六国时大为减少，成为游士不安暗中活动的主因。至于农民方面，本来生活很苦
，但所希望的却是平平静静过着得过的日子，除去耕耘和收获意外，什么也不会想到。秦始皇统一天
下之后，把倾国的制度移过来，大量的使用奴工，试看绵延万里的长城，通达四方的道路，复道相连
，从咸阳北阪过伟说到南山的宫室，骊山以北的大墓，那一件不是东方六国人民血和泪筑成的。这一
般的六国人民，回思起来，又不禁发生了很浓厚的“故国之思”了。就如上文这般大段分析一朝灭亡
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劳先生对暴秦覆灭原因的阐释角度与众不同，他让历史回归人民，只有当人民
觉得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人民的无穷力量就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非钱穆所谓的“封建的反动”，
亦或是所谓的政治决策者们政治立场的选择，封建制VS郡县制。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而非统治者的历
史。另外，在全书的第63页，作者探讨王莽覆灭的原因时也指出：”然而王莽虽有善法，自己却不能
善其后。第一，王莽以虚伪起家，结果处处不信人，也不能令人相信......第二，王莽太好翻新花样了
。......这已经够扰民了，他最大失败的原因还在币制和军事方面。“在这一段评价中，我们仍可以印
证之前的观点，劳幹先生也力图创造一种人民历史的史观，而这种史观并没有参杂着任何明显的意识
形态，自有其高妙。而作者在此之后，在评价刘秀建立东汉时并没有为刘秀说太多好话，说刘秀实在
是太爱好节俭了，导致不仅是官员太少职责不清，容易让官员们位高权重，同时太过节俭的习惯经常
贯彻到各个地方，比如说对于北方边境线不重视，大量的裁撤郡县，使得大量国土成为了北方游牧民
族的牧场栖息地。因为节省的思维，让国土也就节省了的这种思路，足见一个史学家思考的魄力。一
般著作而言，对于处于朝代交替的两方，一般的观点都是颂扬新兴的一方，批评灭亡的一方，像是劳
幹这样同时批评两方的著作很少见。或者一如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麦克马洪线，缅甸的许多地方，周
恩来缝缝补补的衣服，两岸各种各样的运动。或许这也是后来劳幹去了美国的原因，直到很久之后他
才回到了台湾。另外，在书中提到《老子》这部著作的时候，劳幹也用了一个独辟蹊径的解释逻辑，
他指出因为在《史记》中记载的老子有老子、李耳和老莱子等诸多称呼，故而《老子》这部著作应该
是诞生于《论语》之后的战国时期，诸多道家学者的言论合集，这本书反应了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核
心内涵，但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人的著作。姑且不论其合理性，劳幹的这种看法也是非常独到的。就
如同这整本书而言，虽然篇幅不长，成书的年代离如今已经很久了，但是其中很多的内容和作者的观
点颇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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