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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徐衛民《文景之治》讀記  

吳福助  

書名：《文景之治》 

作者：徐衛民 

出版：西安出版社 

版次：2007 年 6 月第 1 版 

書號：ISBN 978-7-80712-324-8/K‧16 

西漢文、景兩帝統治四十餘年，實施黃老「無為政治」，廢除苛法，輕徭

薄賦，政局穩定，經濟得到顯著的發展，史稱「文景之治」，歷來被看作是足

可與之後的唐代「貞觀之治」媲美的安定繁榮盛世的典型。 

本書是針對歷代以來史學界「文景之治」相關研究，做全新的，多視角、

全方位總結整理的傑作。作者徐衛民為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博士生

導師，數十年來從事秦漢史、歷史地理學研究，著有《秦都城研究》1、《秦公

帝王陵》2、《秦漢歷史地理研究》3、《西漢未央宮》4、《秦漢歷史文化研究》5、

《秦漢都城研究》 6等書。 

筆者反覆通讀《文景之治》全書，認為本書內容有下列幾項特色： 

一、 開展議題，結構完善 

作者於〈緒論〉末尾，說明本書寫作計畫：「目前治秦漢史者，大都對文

景之治給以較高評價。在本書中，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

的研究心得，既對文景之治的積極作用給予較高的評價，也較為全面地指出

其負面作用，從而使讀者對文景之治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同時為了更進

一步說明文景之治出現的原因和影響，書中對漢初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

等方面也給予一定的篇幅，對漢武帝時期的國富民強也進行了簡單介紹。這

樣就使該書在知識方面更全面一些。」 

本書共分為九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秦王朝快速滅亡的原因和教訓。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 
1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年。 
3 三秦出版社，2005 年。 
4 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5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6 三秦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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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漢初年的社會狀況。第四章黃老思想與無為而治。第五章漢文帝其

人其事。第六章漢景帝其人其事。第七章文景之治給當時社會帶來的負面影

響。第八章文景之治時期的重要人物。第九章建立在文景之治基礎上的漢武

盛世。全書的組織構造和總體安排，可謂妥善實踐了作者預先計畫的設想。

作者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多面向地開展議題的層次，從而得

以多視角全方位地看待問題。全書結構完善，有不少全新的開拓，充分體現

了作者勇於創新，力求全面系統的勤懇用心。 

二、 縱貫橫通，敘事、解釋、評議融為一爐 

作者從事秦漢史專題研究數十年，精勤不懈，著述豐富。由於秦漢史基

本典籍早已爛熟在胸，相關史料以及歷代研究成果，也能泛覽無遺，透徹了

解，因而本書的撰寫，很自然地能夠將「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兩者，

巧妙地融為一爐。本書在敘事時，不但敘述一件事，也敘述相關的事。不但

敘述一事的外貌，也敘述一事的內蘊。敘述歷史事實的淵源、原因、發展、

影響，也敘述歷史整個的演進，以及以往、現在、未來三者之間的關係。敘

事的範圍擴大了，紛紜龐雜的歷史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得以充分疏通和比

較，如此各種融會於其中的通觀性解釋，也就悠然而出了。再加上作者採取「夾

敘夾議」的手法，適時地插入客觀分析與演繹，偶爾也抒發一些個人主觀的評

論，猶如畫龍點睛一般，使得歷史解釋的內容更加豐富，並且鮮活起來。 

本書的寫作，特別注重章節的組織構造和總體安排。作者充分發揮史學、

史識、史才、史德的深厚素養，縱貫橫通，敘事、解釋、評議融為一爐，將

曲折複雜的事件過程，隱密玄妙的歷史真相，探本溯源，如數家珍般地娓娓

道來。全書章節各自獨立，架構創新，而又妥善照顧到文脈的交錯與貫通。

系統嚴密，剪裁恰當，文筆錘鍊，精簡扼要，舒展自如，引人入勝。全書篇

幅不多，卻能綜合運用各種史學方法，達到博覽通觀的巔峰，堪稱是體大思

精、難能可貴的學術傑作。 

三、 高瞻遠矚，揭示歷史演化軌跡 

本書運用發展變化的宏觀的歷史眼光，考察和審視歷史事實，例如論諸

子思想彼此吸收、相互利用(頁 91)，論漢初無為而治應運而出的歷史背景(頁

101-102)，論呂后立諸呂是為了保衛太子及皇位(頁 41-42)，論漢文帝提倡簡樸

風氣(頁 20)、帶頭守法(頁 71)，論漢景帝守成兼有變革(頁 158)，論文景之治

的負面影響(第 7 章)，論竇太后是有清醒政治頭腦穩操航舵的政治家(頁 219)，

論周亞夫之死是皇權轉向中央集權專制過程的悲劇(頁 252)等等。作者高瞻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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矚，氣正情平，特重新歷史事實的發掘，立論又都依據堅實的學術研究成果，

因而能夠客觀忠實地揭示歷史演化的軌跡，創見迭出，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書中不乏從大量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頗能說明歷史真象的一些通則性

議論，以下試加擇錄，俾供治史參考： 

*「秦漢社會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諸制之源，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入

門的鑰匙。」(頁 2) 

*「秦的速亡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滅亡的原因是多元的。」(頁 7)「秦的速亡

是秦始皇過度的賦稅繇役和用人不當造成的。」(頁 9)「假如秦始皇能用扶

蘇執政，秦的統治或許不至於二世而亡。因為扶蘇與秦始皇的治國方法明

顯不同，他親眼看到秦始皇的治國方法造成繇役繁重、過度賦歛，激化了

社會矛盾。」(頁 15) 

*「秦的滅亡並不是由於實行了法家思想導致的。把秦的速亡歸結於法家的思

想是漢代思想家的發明。……這些人是為漢代統治者的利益說話的。他們

只有將秦的統治說得一無是處，才能使後人相信漢代替秦的合法性。」  

*「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儒家思想不停地在汲取法家、道家等思想家的思想，

從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不停地充實、發展，使其更適應於統治階級的要求，

才能長久不衰。」(頁 7)「雖然法家思想使秦國很快富強，但由於其他方面

的原因導致秦國的速亡，也使法家思想失去了再實踐的過程。」(頁 8) 

*「我國古代之所以沒有走上以法治國之路，與歷史上對法家的偏見有關。特

別是漢武帝時期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代封建統治者走上

了以儒家思想統治為主的道路，法家思想雖然也被應用，但被擺到不適當

的地位。」(頁 9)「如果法家思想後來能像儒家思想那樣繼續作為統治思想，

並吸收其他諸子思想，我認為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肯定會大有好處，我國將

會更早一點進入法制化社會。」(頁 8) 

*「中國歷來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統治者對農民剝削的多少輕重，直

接關係到國家的興亡盛衰。無數事實證明，賦稅越輕，國家則越富、越興

旺繁榮；而賦稅越重，國家反則越窮、越衰落凋敝。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

真理，因為只有輕繇薄賦才有利於生產者繼續進行再生產，創造出更多的

財富，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繁榮，從而為國家提供取之不盡的財源。

相反，橫征暴斂的結果，則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國家雖可解一時燃眉

之急，卻會帶來無窮禍患，使生產者失去再生產能力，導致社會生產無法

正常運行，無法創造出更多財富供統治者榨取，導致國家財源枯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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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性的惡性循環。儘管經濟政策是受政治方針制約的、主宰的，但是經

濟發展規律往往又不以政治願望為轉移。一旦政治暴虐一尺，經濟就會跌

落一丈。」(頁 125) 

*「受封建宗法思想影響，自司馬遷以降，歷代史官都概莫能外地將帝王后妃

參與朝政、從事政治活動視為『牝雞司晨』和『悖禮作亂』。儘管他們有時

也承認『賢妃開國，嬖寵傾邦』，有限度地肯定聖后賢妃在維護封建王朝政

權方面做出的功績，但更多的卻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后妃從事政治活動

的合理性，對她們在社會歷史進步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隱而

不書，反而把『前古邦家喪敗之由』，一股腦兒歸罪於帝王后妃們『宮闈不

正』，認為『陵夷大運，淪亡神寶』的責任，全在於『歸權女主』。這些封

建史學家們的偏見，千百年來一直主宰著歷代學人的認知理性，影響著對

帝王后妃參政實踐的價值評判，使得一些在社會歷史進步中產生過重要影

響的帝王后妃們的歷史形象模糊不清，甚至扭曲變形。」(頁 216) 

*「事實上，官吏的經濟犯罪活動，遠非幾條法令所能禁絕，只要在官吏中混

入唯利是圖者，經濟犯罪就會發生。因此，關鍵是要純潔官吏隊伍，提高

官吏素質，肅清奸宄不法之徒。」(頁 209) 

*「再聰明的人也會有失誤，何況是平庸之輩。但是，歷史上無數奸佞，往往

是利用君主的平庸以售其奸，從而使忠臣無辜蒙冤，成為平庸的犧牲品。」

(頁 212) 

*「能臣須有明君駕馭，否則對能臣為維護朝廷利益而違聖意、逆龍鱗，被視

之為以下犯上，不可信用。」(頁 213) 

*「歷代 大的奢侈，莫過於人才的浪費，諸多才能之士閒置不用，拒於門外。」

(頁 140) 

*「統治集團之間，如果權力失衡、利益不均，常常會直接引發激烈的矛盾鬥

爭。」(頁 120) 

 四、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倡導歷史教育 

本書〈後記〉，總結說明「文景之治」主要表現在於：(1)以農為本，輕繇

薄賦。(2)廣開言路，虛心納諫。(3)重視立法，身體力行，依法治國。(4)提倡

節儉。作者說：「認真剖析文景之治的治國方略，對於我們吸取歷史精華，總

結經驗教訓，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無疑大有裨益。這也是我寫本書的

根本目的。」(頁 297)又：「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達到教化育人的目的，這

是歷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職責。」(頁 299)作者懷抱淑世致用的學術熱忱，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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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歷史教育，展現史學家的積極用心，真讓吾輩欽敬！ 

本書屬於「古都西安」叢書的一種。「古都西安」叢書編纂的旨趣在於：

「在保證學術水準的前提下，盡可能為更廣泛的讀者所接受，使史學走向大

眾，更具有嚴謹的科學性、淵博的知識性和藝術感召力。」 7歷史不是塵封的

往事，歷史發展的長河，溝通過去、現在與未來，原本是源源不斷，而且又

息息相關的。我們要怎麼向前走，端看我們對待過去的態度。漢文、景兩帝

實踐新道家黃老學派「無為而治」治術，締造安定繁榮的盛世美名，對於我

們今天來說，仍然具有相當珍貴的歷史借鑑價值。 

筆者衷心期盼本書能夠行世久遠，走入社會大眾，成為人人喜見樂聞的

著作，甚至成為公眾論壇開放討論，繼續再發現和詮釋的粉本，從而發揮廣

大的歷史教育社會功能。謹陳述以下拙見，俾供再版增訂參考： 

1.增附地圖，包括疆域圖、

經濟地理圖、諸侯王割據圖、七

國之亂作戰經過圖、霸陵陽陵考

古地圖等。 

2.增附圖版，包括現存遺

址、出土文物等。 

3.增附表格，包括文帝、景

帝大事年表等。 

4.部分較為繁瑣的引文，移

入附註之中，提高本文的簡易程

度。 

5.部分較為艱深的引文，酌

加譯釋，便利順暢閱讀。 

6.附註擴充論辨篇幅 8，增列

重要參考資料，引導讀者進一步

延伸閱讀，深入探索。  

                                                 
7 見崔林濤〈序〉。 
8 例如頁 172 註 4 論軍功受益階級，頁 173 註 1 論黃老學與漢初社會，頁 175 註 2 論鼂

錯死因。附註可以說明學術論爭概況、論證辨析技巧、觀點取捨理由等等，也可以羅

列重要參考資料，提供好學深思的讀者進一步深入探討。附註係由讀者自由取捨，應

是不會增加閱讀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