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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对二十等爵制的研究,论述了秦汉政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探考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一封
建国家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奥秘,开拓了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
的国际影响。作者根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汉简,对二十等爵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对它在秦汉社
会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做了全面、深入、严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阐明二十等爵制是封建大一统帝
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盘和框架,是中央皇帝与广大庶民间的政治维系与精神纽带,是当时中国社会上层
建筑中特色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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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作者简介

西嶋定生（1919-1988），日本人。194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在同校大学进修一年
。1943年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1948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翌年任副教授兼任东洋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1950年任教授。1951年起兼任北海道大学、金泽大学等校讲师。196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80
年退休，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59年至1960年参加《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二卷本）的
编纂。1967年至1969年赴英国进行研究，并游历苏联、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收集东方古代社会
经济史料。论著有《唐代均田制的状态》及《中国经济史研究》等；还著有《二十等爵制的研究》、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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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精彩短评

1、当年在阎老师课上一言惊人，还是托得看了些日本汉学界的制度史研究。真是具有标准典范意义
的学术著作。
中古史中心的旧版上，应该还有偶的笔记。
2、服了
3、极快速扫过  
4、有理论有细节的考证，很强的问题意识
5、500多页两天看完~要了老命~
6、这是一部神作！！！
7、求日文版
8、二十等爵制阐述了皇帝如何通过这种爵制把全国人民纳入自身的统治之中。具有两个条件：春秋
以前的支配氏族的解体，只有在设置了秦汉制的县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被支配的族的结合解体，分
析出个体。
9、今天终于读完，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已经这么牛逼了。（2011.3.26）
10、架构搭的很好，可是翻译很烂。
11、秦汉政治史第一书
12、绵延一个多月终于看完了
13、记得大一的时候读过这本神书，当时觉得作者真的是不知所云（这关键是俺学力低），以后有时
间真的要再读一次这本书！
14、东洋史学划时代巨著
15、日本学者的研究真的很细致很细致嘛！在这里是一个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内的东洋的视野而
非仅仅一个中国的视野，也很好玩嘛~
16、叹为观止
17、西岛氏以爵制为切入，“重演”（不知道西岛氏喜不喜欢这个词汇）了自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史实
背后的隐形结构与机制。全书考证翔实、言之有依、鞭辟入里，实为佳作。然所以，用“隐性”一词
概括，实因小子读书不多，对如此完备的毛细管式体制是否为其史中实有这一问题有所动摇。然观其
特点，堪称汉学研究中社会功能主义与传统考辩史学结合典范，足以为训！
18、还是很经典的，虽然表达和考证的语言实在啰嗦，但对学术史的整理和清晰的问题意识，还是十
分难得。现在能说得上的秦汉史重要问题，多数都是由日本学者提出，不能不说与他们重视学术史整
理和学术传统有关。至于当下国内的秦汉史研究，基本上已经被零敲碎打简帛文章淹没了。
19、不好整，但确实是经典，还要回头刷二遍！
20、理论很棒。但是还是得说，日本学者的考据功夫实在是让人泪流满面，一句话不解释直接给你扔
出100多条例证⋯⋯
21、虽然论据我是完全没心思看啦，但论证逻辑环环相扣，也介绍了基本的历史分期法
22、读过最出色的现代史学论著之一。
23、2016.3？读完。由普遍赐爵制度的考证，上升到汉朝国家结构、皇权性质的再叙述，其创新度限
于学识无法判断，但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路向，似是彼时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普遍风格，而现在似
多限于微观。另一个普遍风格则延续至今，那就是日本式的严谨，但过了头就变成了：过于严谨的结
构（前文衔接-问题提出-研究方法-原文解读-结论-问题遗留-下文衔接）、过于啰嗦的理论（分散而反
复）。不知是否因为翻译，但此书翻译的不错。
24、终于读完了- -
25、我以前对于关内侯以下还真是缺少了解，这本书完全是打开了我一个新世界。真心是水磨功夫，
九十次赐爵这么一次次详细分析还拿居延的简来对，换我这么没耐心逻辑死的人早就得疯了⋯
26、刚读序章就很不一般，后面实在读不懂了
27、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版
28、其实最后一章没看完，文笔叫人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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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

章节试读

1、《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的笔记-第329页

        p309. 
【探讨二十等爵制的目的：秩序构造与性格】探明爵制的机能，“更据以探明形成该爵制的秩序构造
及其性格，并从这一侧面来考察秦汉帝国的形成及其构造的特质。”（希按，我研究盟誓也可以如此
思考）

p310.  
【爵制与皇帝支配关系密切】爵制是皇帝支配实现之地。该场地是“把皇帝与民联结在一起的具体的
秩序结构，所谓皇帝权力或即是这一秩序结构的集中表现”。

p311.  
【商鞅变法的意义】否定族制，亦即消解邑制国家，而加强一元君权，亦即形成专制国家。

p318.  
【爵的本质机能】“秩序结构的媒介”

p326.  
【礼与刑】《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希按：爵内在地排斥刑。）

【礼产生于习俗】“礼本来是产生于制约早期社会生活的一般习俗⋯⋯”

希按：从爵制重新理解陈寅恪那段话。

p327.  
《礼记·曲礼》关于礼与刑的适用范围之论说，是否真实反映了周的统治结构的现实？（希按，与朱
师讨论）

【自杀所体现的“刑不上大夫”观念之具体化】汉代的丞相等高官获罪通常不处以死刑，而多是令其
自杀。（希按：中法史中的“自杀”问题）

p328.
《礼记·曲礼》中：
大夫--有爵者[所以，后半句说的是，刑的秩序与有爵者无关]
庶人--无爵者[所以，前半句说的是，礼的秩序与无爵者无关]

【爵排斥刑的周代背景】爵观念排斥刑；其背景是，周代的爵制，尚未赐爵于庶人。
p329.
【刑罚减免特权作为爵的本质机能之一面】爵使有爵者获得刑罚减免的特权  而这的确是“爵的本质
机能的一个方面”；但并非“第一义之目的”。  后者，即是本书课题之所在。

2、《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的笔记-第573页

        中华书局决定重新出版此书，坚持并发扬了重视出版学术著作的一贯的优良传统，是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北师大历史系的作者们真不辜负贵系又红又专的学术传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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