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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学术

研讨会综述

赵智涌∗①

2024 年 11 月 24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学报》 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承办, 《史学理论研究》 编

辑部协办的 “秦汉史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召开。 来自全国各高校、 科研院所、 出版单位的 40 余位学者与会, 兹将会

议内容择要综述如下。
主题报告环节共有 6 位学者发言。 晋文聚焦秦汉时期以甘父为代表的

少数民族翻译, 指出该群体的部分翻译成果因被记录在史书和其他典籍中

而得以永久保存, 在中国古代翻译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赵凯基于国

家信息与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社会风尚之都、 社会教化体系中的首善之区

三个维度, 对京师在两汉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进行了深入阐释。 贾

丽英认为悬泉汉简中的三组乌孙纪年简反映了汉与乌孙之间交往交流交融

的史实, “大小昆弥” 与 “归义侯” 简是乌孙受封于汉王朝、 融入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张小锋剖析了匈奴冒顿单于 “遗高后书” 的政治动

机与内涵, 认为冒顿单于此举是基于军事战略考量的外交行动, 而汉方的

审慎回应对稳定汉匈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郭伟涛辨析了顾颉刚提出的

“古史层累造成说” 的两种类型, 探讨了广义 “古史层累造成说” 的不同

变体, 认为厘清该学说的内涵与流变对正确认识和评价顾颉刚的学术思想,
以及推进上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符奎对内蒙古鄂托克旗米兰壕东汉壁

画墓加以考察, 提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生态环境、 经济结构、
政治理想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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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论坛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
其一, 秦汉简牍与地方行政。 徐畅借助旧有及新公布的资料对东汉

至孙吴临湘县廷列曹及属吏设置进行重新探讨, 并结合长沙出土汉简勾

勒了东汉至孙吴的县廷构造及其变化。 魏永康提出秦汉蛮夷编户政策为

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博凯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涉及

的民族史料予以分类辑考并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周海锋对湖南出土的秦

汉简牍中的非华夏族群资料进行了辑考与解析。 连先用通过对五一广场

君教简中画诺笔迹的考辨与归纳, 对东汉早中期临湘县令频繁更替的背

景及现象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王宇星利用出土文献, 对秦代都官的性质

及其在行政系统内部横向、 纵向的发展进行了研讨。 孙玉荣从长时段的

视角对秦汉至隋唐时期的 “略人 ” “略卖人 ” 现象加以考察, 并对相关

法律的变迁做了梳理与总结。 李勉探讨了秦代典老的选任与职责, 兼及

军功爵制与里中秩序, 并阐释了关于典、 老设置问题的思考。 刘鹏围绕

地权保护、 农时保障、 田作管理, 对秦民田生产的保障管理成效进行了

分析。 陈星宇以新出简牍为中心, 对战国授田制的性质、 土地所有制、
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郭妙妙以走马楼西汉简 “襄人敛賨案 ” 为

中心, 对简牍反映的蛮夷编户与赋役问题展开研讨。 苏晓敏梳理了秦汉

时期政务沟通方式从口头传播到文书行政的演变历程, 认为这与文字的

普及和官僚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
其二, 秦汉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 安子毓从羌人内迁的气候因素、 人为

因素及汉廷政策三方面对东汉 “羌乱” 的背景加以考证。 单印飞利用出土

资料, 对秦至汉初内史在西北方向的管辖区域及其边界做了再探讨。 王彬考

辨两汉时期武都郡的刺史部归属问题, 着重强调了郡内交通设施的军事功

能。 于天宇认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对丰富边疆治理思想具有积极意义。 董家

宁通过对汉镜铭文的分期整理, 认为 “天下” “中国” 等观念在汉代长期稳

定存在, 展现了汉代民族间交往、 融合与文化认同的发展历程。 陶然分析了

冒顿为质月氏的相关史事, 认为 《史记》 的记载无误。 王安宇探讨汉代边

疆治理的儒家化历程, 并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评价。 刘壮壮在边疆视域下考

察了汉匈藩属关系的建立过程及重要意义。 李明基于政治史与观念史视角对

帝制中国早期胡汉互仕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总结了这一现象对族群交融的影

响。 周聪以汉匈关系为中心, 对 《史记》 记载的 “间使” 群体做了梳理与

考察。 高迎翀系统梳理了历代有关 “庄蹻王滇” 的文本, 总结了其发展脉

络。 王伟康以汉法为参照, 动态考察了汉唐时期 “汉族” 意识形成的社会

背景与过程。
其三, 秦汉思想文化与共同体意识。 靳宝认为王充与汉章帝之间的关

系是深入理解 《论衡》 的一个重要视角。 吴孟灏讨论了汉代 “祖先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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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的思想渊源、 发展脉络与意识形态功用。 高海云探讨了东汉 “吏化”
与律章句学兴起、 律博士新设之间的关系。 崔立军归纳总结了秦汉时期虚

拟血缘关系的主要表现、 特征及存在基础。 涂盛高分析了汉代人眼中的秦

亡原因。 朱宏胜认为酒在商周时期的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翟

金明以秦汉边疆地区出土的儒家典籍资料为中心, 对秦汉边疆地区的文化

治理情况加以考察。 吴昊从武威汉简诸药方的记载中提炼出汉代 “医食同

源” 思想。 吕壮对秦的音乐文化进行了长时段的系统梳理。 商金芳讨论了

秦汉时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范杰

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了云贵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海贝与早期交通之间

的联系。
会议特设 “编辑视角: 学术期刊历史学专栏的建设” 环节, 徐志民、

苏辉和孔永红分别介绍了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南都学坛》
在历史学专栏建设方面的重要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副主编、 编辑部主任任朝旺教授为会议致

闭幕词, 对各位专家的莅临表示感谢, 也借此机会向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学

报尤其是历史学版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并表示学报将进一步做好学术服

务工作, 与广大学者共担学术使命, 共建 “学术共同体”。
本次研讨会主题鲜明、 议题广泛, 充分回应了时代需求, 既彰显了秦汉

史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

秦汉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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