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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1954年生，师从何炳棣，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
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
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中前3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
：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
――――――
译者简介
王兴亮，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著有《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译著有
《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整理出版《病鹤遗稿》等；参加《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
等国家和省市古籍文献整理项目，目前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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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葛兆光
中文版总序/卜正民
导言
--------
第一章帝国版图
早期中华帝国的区域
区域和风俗
秦和统一进程中的地理局限（前897—前202年）
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前202—前87年）
地主所有制和地方主义的复兴（前87—88年）
与世隔绝的东汉（25—168年）
军阀和国家的解体（169—220年）
--------
第二章一个备战中的国家
独裁者的出现
秦的家国和“天下”
《商君书》和秦国的困境
--------
第三章矛盾重重的帝国
秦始皇的集权
秦的继承者和敌人：汉
秦的败亡及其后世之谜
--------
第四章帝国的城市
诸侯列国及其早期帝国的城市
帝国都城的创设发明
--------
第五章农村社会
铁器、灌溉以及规模经济
村庄和乡野
豪强大族
--------
第六章外部的世界
游牧民族和匈奴
边防军队
西 域
羌和乌桓
周边定居民族和对异域的崇拜
--------
第七章宗族
宗族和家庭中的性别
性别和权力的空间结构
早期帝国生活中的儿童
成年女性和成年男子
老人和先祖
--------
第八章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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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点
国家信仰
对死者的祭奠
地方信仰
有组织的宗教运动
--------
第九章文学
“道”的竞争派别
经与传
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史学著述
诗 赋
儒家著作
--------
第十章法律
法律和宗教信仰
法律和行政管理
法律和语言
法律和刑罚
法律和调查
法律和劳役
--------
结语
致谢
统治者年表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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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式教材的写法，文字易读，条理清楚。观点上有具有启发性之处，总体上中规中矩。
2、看着真费劲，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非得用晦涩无比的语言表达，实在受不了！
3、哈佛中国史第1卷，哈佛大学出版社典范之作，代表50年来世界中国史研究的全新成果，多卷本中
国史的黄金标准，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倾10年之功主编；美国汉学家陆威仪一人完成的全球史视野
、跨学科跨领域的全新秦汉史，国内首次出版；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李开元、卜宪群、彭卫联袂推荐
！
4、看了一半，感觉最大的问题是试图对秦汉四五百年的社会做一个整体的描述，而不顾那是中华帝
国摸索和建立制度的时代，因而没有去关注和把握各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

看完补充：近年来看过的最糟糕的书了，内容混杂，识见偏陋，完全不值一读
5、要审慎地看待当时的“仁义道德”及因外邦（尤其是匈奴）的敌对而产生的文化轻视。历史不只
是皇帝和英雄的历史，而是世界人的历史。
6、与中国人写历史书的帝王将相史相比更加全面，地理、文化、城市、农村、民族、宗族、宗教、
文学、法律面面俱到。历史观点并无甚新意。翻译的不太好，有些地方不知所云。
7、宏大叙事，分专题叙述整个秦汉社会变化，某些专题上的总结鞭辟入里，视角不错。
8、史料上并无新知，然而海外汉学就是看个角度。与天朝传统通史的帝王将相战争叙述相比，新意
就在于对秦汉之际早期中华帝国形成的社会分析。
9、秦与汉之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之于西方，是中国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影响
了后来的整个中国历史
10、大秦帝国！
11、哈佛中国史第一部粗略读过。甫一读去便觉妙趣横生，是书结构新颖，观点别致，洵为众多通史
著作中一股清流。全书内容通俗，后期总有一种堆砌之感，略似于普及之作，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经典
，了解国史，通过窗外看世界已然足够！
12、内容尚可，但翻译得实在不太理想......
13、书中有许多细节构建了一个秦汉时期的生活卷，外国人眼中的中华帝国最初的风貌。
14、就那么回事吧
15、不拘于某个皇帝，而是写出了早期帝国全局的发展态势。地域的扩张，帝国的防御，内部的管理
皆在本书中。除此之外，作者还对儿童、妇女以及丧葬、宗教进行了描述，给一些国内中国史的书给
予了补充。
16、通俗好读。
17、秦汉卷p4“之后兵役完全由非汉人族群承担”，这是翻译错误还是原文就是这样？
18、第一卷讲秦汉，从五个主要特征展开：（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
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
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
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
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19、装帧排版真是非常赞啊，看得出中信想要出传世之作的野心，秦汉部分，作者与国内史书侧重点
明显不同，主要讲述国家形态与社会学历史，尽管将人物尽数隐去，但是依然非常好看，很多观点都
很有趣，当然也能看得出作者对于中国某些方面缺乏设身处地的了解，或许这就是一把双刃剑吧，既
是优点亦是缺点。
20、非常棒，超出期待，很多启发。
21、看国外人严重的中国，不知道会有怎么不一样的感受
22、总体来说不乏亮点，宗族与文学两章写的比较出色，问题还是不少，特别是作者对战国史（秦国
）的把握似乎有问题，整体上看比南北朝卷要好一些，毕竟是陆威仪的专长，更担心唐卷的水准了
23、很多内容直接写了结论，需要好好消化，相比宋朝本，我更喜欢陆威仪的陈述方式
24、听书。1.皇帝不同于欧洲的君主，皇帝是一个神化的概念，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儒家获得了
统治地位，但是影响力还比较有限。汉朝废除了先秦时代的普遍兵役制，军人朝职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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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听
26、葛兆光教授的推荐序很值得一读，20世纪中国史研究变化：时间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问
题复杂。收获不大
27、做笔记。
28、要复习了。。看一遍
29、中规中矩的第一本。
30、陆威仪作为学界一流的汉学家，以研究秦汉史为专长。关于秦汉史的专著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此
书与前人不同的就在于以通俗的语言驾驭了高深的学术内容，呈现给大众的是既不失学术水平又不至
于过于艰深。
31、得到听书
这个角度没想过，有大收获。尤其是房内看屋和房外看屋的比喻。

32、深有启发的作品，用我们不那么熟悉的体例和角度，向我们介绍中华帝国初期的状况。我个人的
关注点，在早期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人”是怎么样一种状态上。
33、翻译烂，错误多，白瞎这个选题。
34、虽然没有什么知识上的发掘，但是讲述历史的视角和观念背景颇有新意，写作方式也更有趣味更
贴近人性。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历史经验。
35、“哈佛中国史”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在流水账式的通史著作已经让人产生严重审美疲劳的情况下
，硬是写出了十足的新意，将秦汉时期的历史变迁总结出五大特征，分法律、社会、宗教、文学等十
个专题进行串讲，无论是对于各种历史素材的灵活运用，还是其深厚的历史学想象力，都让人叹为观
止。
36、读史仿佛时光倒退两千年，置身其中一窥先人生活风貌，撰书如此足矣足矣⋯⋯读罢掩卷，人类
社会不过就是一次次文化祛魅，神乎其神的东西越来越少，此外，感觉语言流畅度还是有所欠缺呢
37、老外写的中国史，视角很不同。除了汉高祖刘邦，文景之治，汉武帝，以及汉光武帝，你几乎看
不到其他“天子”的身影。但是，老外关注了农村与城市，帝国周边，妇女与儿童的处境，宗教与法
律⋯⋯不足之处，翻译欠火候，辞不达意甚至错误也不少。
38、中规中矩的面面观，不过关于秦法那块有点意思
39、行文流畅，条理清晰，挖掘不深，中规中矩
40、史盲表示终于看完了~而且又从书堆里翻出好多本想看的~
41、就像在读教科书，理论性稍强，不适合作为科普读物，有一定的专业性。从另一种视角把秦汉历
史撸了一把。很喜欢。
42、翻译有点太赶了，装帧也一般
43、与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不同，着重社会大框架，大结构的解读。可阅读性比讲谈社的那本秦汉要更
学术，趣味性低。
44、粗粗翻了一遍，總體感覺不錯。就通史而言，條理非常清晰。有新意，但沒到驚豔的地步。
45、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的分野；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的强
化；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帝国内部
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民族开展的军事行动；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
46、最近越来越不喜欢看这种宏大背景下流水账式的历史书了。书本身不错，只是胃口不对。下一本
准备看故事形式的历史书。
47、上个月读的，忘了标记，注解里征引的英语论著很有用，“文学”一章有些奇怪的表述。翻译有
点小问题，不过无伤大雅。
48、好多校对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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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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