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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古编》

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著名史家许倬云先生1960 至1980 年间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所有研究论文。全书以社会经
济史为主轴，从古代民族的融合到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从两周的农业技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
动，从传统史学精神的探讨到社会学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梳理。

自古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其实都在致力叙述千类万绪的变化。“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
！本书诸篇论文，有的是讨论国家制度，有的是叙述文化现象，不论是有关封建体系、文官制度、国
家权力，或文化兴衰， 大致都与社会及制度的“变”有关，接之历史，这些系统都无不时时处在变动
之中，因此而各有其衰退、败坏， 甚至崩解坍塌。
世事生生灭灭，都有潜伏的因缘。读史者，若能用历史经验，长存戒心，则趋避之际，自然会有智慧
。
——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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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 1930 年生，江苏无锡人。1953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2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70 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多所
高等院校。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许倬云先生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
古史，不仅以深厚的学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更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著有《历史
学研究》《传统与更新》《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
发展过程》《万古江河》《历史分光镜》《历史大脉络》《许倬云自选集》《许倬云问学记》《许倬
云谈话录》《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以及“许倬云看历史”系列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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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古编》

精彩短评

1、许先生将秦汉以前划为古代史，因而得有此名。
2、69
3、许倬云先生1960 至1980 年间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所有研究论文，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系统而
深刻的梳理。
4、虽然现在读书尽量有意识去找有细节、有数据的书，避免大而无当的上帝视角，但偶尔看一点宏
观的，还是有提纲掣领的效果。钱穆从政治体制方面留下了精当的分析，而许倬云这本论文集开辟了
经济的视角。这是大陆史论者向来有所忽视的，同时也是需要占有大量考古资料以及地理、气候方面
的分析加以综合，才能有所成果的治史方法。这本书里面，帝王将相比较少，而道路、商贸、城市规
模、百姓生计则比较多，更容易让人还原当时的一般生活状态
5、博大体深
6、非常学术，比万古江河充实多了。
7、商务少有这种别致的封面设计，纸质不错，古体字校对还挺认真，但部分非古字词印错，这方面
有所疏忽。同曾在哥大任教的唐故德刚先生对英美写史相异可概括为：英式重文法词句，美式重客观
资料。唐公、许老都是当代史学大家，前者喜用英式治近代史，后者偏向美式治上古史，风格和方向
相异，治学求真之精神却是相通。凡研究上古三代史后学不可不读这部《求古编》！时代越远史料越
是稀少，人所共知，许老用深厚的功力爬梳、钻研史籍，特别是殷商、两周这段断代史，运客观之笔
触、用庞杂之数据，厘清了当时社会各方面不少问题，至于模糊处不作妄断。虽说许老治学精神倾向
理性，但读其文章不会显得太枯燥，思维脉络甚为明晰。后学切勿急功求快，毕竟学问精华是浓缩而
成的，于不疑处存疑，上古三代史之难治决非一时三刻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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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求古编》的笔记-第2页

        自己有种中国人常有的毛病，就是觉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朝会在所有方面不同于旧朝。不过事
实并非如此。史无前例的“新中国”做不到这点，之前的各朝更是做不到这点。无论新主在各方面如
何贯彻新的治国驭民之法，旧朝的各种习惯思维和做法还是会通过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有所延续。
本书写道，初汉时期，中央政权的控制地域仅限于关中及周边几郡。各地分封的诸侯王在他们各自封
国内有不小于中央政府的力量。这很明显延续了春秋以来的传统。

2、《求古编》的笔记-第345页

        作者引桑弘羊《盐铁论》，“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威罚也”。顾忌豪杰与富人对
中央政权的威胁，文景武三代都致力于打压豪强、吸收民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以来的10
年，政府积蓄全国12年的租税，可供北边5年只用。对工商业更大的打击是在武帝时，“得民财物以亿
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战国后开始发达的货殖
事业一蹶不振，不过汉初70余年来的富积足够武帝开边的种种用度。

3、《求古编》的笔记-第383页

        在任何神圣传统下，学问不是为了探索未知，而是在肯定神圣传统已经圆足的前提下，重新组合
神圣的内容，为先圣立言，搜寻未发挥的意义，以及引申神圣传统未解释、经典未载的事物或现象。
知识分子与官僚组织的结合，一方面赋予知识分子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的视野
永远被局限在政治活动的范畴内了。神圣传统与政治视野相重叠的结果，汉代的知识分子虽有空前的
影响力，却有十分优越的教育机会使知识分子群体扩大与延续，然而知性的活动势必表现为保守的与
排他的，能“炒冷饭”而不能以大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开放与批评的精神，领导文化走向更高层
次。汉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浓重的政治趋向而获得社会上无可否认的领袖地位，但是这番胜利也限制了
此后的发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之局，由汉代直到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受困于这个难题
。

4、《求古编》的笔记-第183页

        作者写道：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以致五件素衣不能换一件紫服。当时紫色染料来自海中
，染紫之后，衣服臭味腥恶，不过国人依旧趋之若鹜。这就是古代的土豪金啊。

5、《求古编》的笔记-第184页

        作者写道：西周初期，在贵族宴席上，稻梁都堪称比较珍贵难得的食物。到了孔子时代，食稻衣
锦已经失去阶级性的限制，至多价值贵点，普通人也能承担得起了。

肉食方面，《礼记》所述的周代，有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的说法。当时
农业渐盛，牧地和山林渐渐辟为田野，肉食来源相对减少。只有富贵之家能餐餐吃肉。即使贵为诸侯
，可能不过一天两只鸡。孙叔敖作为楚相，只能以鱼干作羹。而到了战国时代，屠狗杀猪已经成为常
见的行业，肉食也不再受阶级限制，有钱即可买到。

果蔬方面，先秦的蔬果栽培种类仍是相当简单，相当部分果蔬以及调味植物采自山泽。园艺的兴起要
到战国，而《货殖列传》所见的千亩菜蔬，要到秦汉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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