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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放在我面前的尤佳著 《东汉列侯爵位制度》书稿，是一部探索东汉制度

史的论著，也涉及社会等级、宗法关系和文化意识。由于以东汉历史文化为

研究对象，作者有补足学术空白的追求，且考察细致，颇有新见，学术价值

应予肯定。

清代史家赵翼 《廿二史札记》曾经比较两汉建国道路的不同。他指出，

西汉帝国的创建者刘邦本人出身平民，其功臣集团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张良

家世高贵而外，其余多为 “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萧何、曹

参、任敖、周苛都是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

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服务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

娄敬则挽车者。”赵翼于是称此为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赵翼认为，“自古

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

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

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战国晚期

这种贵族政治体制已经动摇，不过，秦开一统之局，“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

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秦始皇时

代，“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直到汉初， “天意已另换新

局”，“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

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

“天之变局，至是始定。”赵翼注意到，新的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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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权位随时可以消除。“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荡然净尽，而成后世

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东汉王朝虽然同样也是以暴力形式，通

过战争和军事手段建国的，然而开国帝王刘秀，却原本是一位有较高文化素

养的读书人。赵翼曾经发现 “东汉功臣多近儒”的事实。他指出，“西汉开

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

不同也。”宋代学者钱时曾经说到 “邓、贾诸公，俨然儒者气象”，“亦岂绛、

灌辈所可企及”。钱时说：“此岂偶然之故哉？”并以为由此体现出 “世道”。

钱时所谓 “世道”，即赵翼所谓 “天之变局”， “一时风会不同”。 “光武少

时，往长安，受 《尚书》，通大义。及为帝，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

理。”“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

近于儒。”刘秀身边的主要功臣，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

冯异、贾复、耿?、祭遵、李忠、朱等凡１４例，“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

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

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赵翼的分析，指出

了刘秀功臣集团构成的基本特征。整个东汉一代，其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人

才基础，已经大体是儒生。这是两汉政治文化基点不同的地方，也是东汉政

治体制对于后世表现出开创性意义的地方。

对于开国功臣集团人才构成的分析当然不足以全面说明两汉的时代变化。

我们还应当看到，刘邦和刘秀政治思想的基点是有明显差异的。前者更多地

倾向于进取，后者似乎更多地表现出保守风格。正如李贽所说：“光武与高祖

不同。高祖阳明，光武阴柔。”

其实，体现出两汉 “不同”的迹象还有很多。考察两汉制度，必须注意

其差异。如清代学者阎若璩所说，“安得谓秦制如此，沿而下之，汉与之同；

又安得以东汉制如此溯而上之，必西汉已然与？”

吕思勉在 《秦汉史》开篇第一章 “总论”第一句话就写道，“自来治史

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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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尽管有人称吕著 《秦汉史》是一部 “多少有

点保守的著作”，以为 “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但是其中提

出 “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的见识，是高明的。有的秦汉史论著指出，

从秦与西汉到东汉， “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

化。”“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

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

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

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

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

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

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

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也许 “帝国行政的

主要目标”以及 “仿效”“秦制”或 “仿效” “周制”的分析，尚不能全面

反映两汉的历史 “变化”。这种 “变化”的表现或许要深刻得多。在中国古

代史分期的讨论中，周谷城、张维华等学者认为西汉是奴隶制时代，东汉则

是封建制占了主导地位。这一判断的形成，应以对两汉之际社会的全面 “变

化”的关注为基础。

两汉历史文化变迁之剧烈，有鲜明的迹象。虽然要说明这一变化尚需要

认真的文化考察和深刻的学术分析，但是工作只能一步一步地做。而研究的

基础，是对东汉制度形式、文化品格和社会风貌的认识。应当承认，东汉史

的研究，在秦汉史研究方向的学术积累中，长期显得薄弱。正如有的学者曾

经指出，“迄今进行的研究对秦汉史各个方面的注意有点不平均。例如，对前

汉时期的研究多于后汉时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曾经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东汉史研究基地、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南

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 “东汉史研究国际论坛”，力求促进东汉

史研究。说来也巧，我向此次 “东汉史研究国际论坛”提交的论文 《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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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侯”考绎》，恰与尤佳这本 《东汉列侯爵位制度》的学术主题有一定关

系。当然，拙文所讨论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东汉史研究近年因诸

多中青年学者介入，陆续有优异成果问世。不过，与秦史和西汉史比较，这

一研究方向学术队伍的集结和学术推进的力度，依然是不理想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祝贺东汉史研究的新著 《东汉列侯爵位制度》面世。

我们希望这部专著可以促进东汉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希望尤佳再接再厉，今

后取得更多的学术收获。

尤佳著 《东汉列侯爵位制度》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其中若干部分

发表了可以提升历史认识的新见。当然也有若干讨论，仍有继续扩展和深入

发掘的学术空间。有些意见或许只是初步提出了问题，亦难免相关历史迹象

或许有所忽略。希望尤佳继续关注东汉历史文化研究。也期待有更多愿意关

注这一学术方向的青年历史学者，就此投入精力，扩展视野，调整路径，获

得新知。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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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１　　　　

绪　论

一、东汉列侯爵位制度

二十等爵制是继西周五等爵制之后出现的新制度，它在秦汉政治社会生活中

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从整体上看，二十等爵在东汉以后趋于衰落，但列

侯，作为二十等爵中的最高一等，存在的时间很长，等级演变也相对复杂，一直

受到封授者与受封者的高度重视，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诚如

朱绍侯所言，“军功爵制中的侯级爵 （列侯、关内侯），则为以后历朝历代政权

所沿用，其影响和作用不容低估。”① 杨光辉也说：“列侯封爵，始于商鞅变法前

后，发展于两汉，沿袭至陈，历时千年之久。仅此一点就足证列侯封爵之重

要了。”②

因而本书选取列侯爵制作为研究对象，时间主要限定于东汉。但学界有种传

统的认识，一般认为 “东汉无制度”。所以，关于汉代的列侯，学界着重探讨的

是西汉的情况，对东汉则涉及较少，多认为东汉制度沿袭西汉。我们认为，这样

的看法或堪商榷。东汉在吸收西汉列侯爵位制度部分特征的同时，也颇多改易，

创设了不少新的原则与规范，而这些新变化对魏晋及其以后的爵位制度产生了很

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前期封爵制度变化的转折点在西晋，西晋代

魏前夕设立五等爵制是爵制出现质变的标志。③ 而东汉作为邻近西晋且延续时间

较长的统一王朝，其爵制中的很多基因已为曹魏、西晋所继承。如西晋行五等爵

①

②

③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０７页。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页。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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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中含有侯爵，但并未废除五等爵之下列侯这等爵位，其内部一如东汉分有

县侯、乡侯、亭侯。如果说西晋发生了爵制的转折，那东汉可以说是这个转折的

前奏，一个已经产生变化并为后世更大规模爵制变革奠定体制基础和提供制度模

板的时代。

列侯爵位制度涵盖面较广，其核心内容在于爵位的等级、封授与继承制度

等，所以，本书较为系统地对东汉列侯的等级、分封形式、袭爵制度、女性侯爵

等爵制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不仅能清晰展现制度的内容、特点与演变

过程，还希望对某些重要的制度细节、概念与传统认识，进行深入的考证、剖析

与重新厘定，并对制度嬗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客观、系统的阐析。

“列侯”爵处于二十等爵的最高层，属 “贵族爵” “封爵”范畴，所涉及的

人群远比 “吏爵”和 “民爵”拥有者少，但这部分人群却很重要，他们是王朝

统治集团的上层，他们的政治意向往往会反映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中，他们的势力

消长与皇权的盛衰和帝国的国运亦息息相关。所以，东汉列侯爵位制度的研究不

仅可以使我们对东汉列侯爵制的内涵、特质与地位有更深入的理解，还有助于加

深我们对东汉、乃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爵位制度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理解。加

之，列侯集团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

的影响，因而，本研究还将为探讨汉代的皇权政治、经济生活、社会风俗与民族

关系等方面的发展演进提供新的视角与重要参考。

二、两汉爵位制度的研究

学术界在汉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详西汉、略东汉的情况，关于东汉列侯爵

制的研究也不例外。相关的论著多反映的是西汉的情形，尤其伴随着简牍、玺印

封泥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与这些出土文献资料相关时间段的研究成果就会很密

集。比如，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的出土和整理使西汉初期历史的研究成为

一段时间的热点。《二年律令》中的 《置后律》《傅律》及 《赐律》等反映了西

汉初期的爵位继承问题，简牍中的这些内容在文献史料中或没有，或涉及很少，

故利用简牍史料研究西汉初期或西汉爵位继承制度的论著比较多，代表性的如：

朱绍侯的 《从 〈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 〈二年律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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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爵制研究》① 《从 〈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

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② 与 《〈秦汉时期的 “赐民爵”及 “小爵”〉读后

———兼论汉代爵制与妇女的关系》③、王彦辉的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与汉

代社会研究》④ 《试论 〈二年律令〉中爵位继承制度的几个问题》⑤ 与 《〈二年律

令·置后律〉中的若干问题》⑥、臧知非的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

论》⑦、尹在硕的 《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反映的秦汉时期后子制和家系继

承》⑧、李均明的 《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⑨、刘敏的 《秦汉时期

的 “赐民爵”及 “小爵”》瑏瑠、徐世虹的 《张家山 〈二年律令〉简所见汉代的继

承法》瑏瑡、张建国的 《谈秦汉间一条珍贵的有关继承权的律文》瑏瑢、曹旅宁的

《〈二年律令〉与秦汉继承法》瑏瑣、刘厚琴的 《汉代身份继承制度探析》瑏瑤、贾玉英

的 《秦汉出嫁女与父母本家关系探析》瑏瑥、刘欣宁的 《由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

论汉初的继承制度》瑏瑦、杨媚的硕士学位论文 《秦汉爵制问题再谈讨》瑏瑧、王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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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２５５—２６７页。
朱绍侯：《从 〈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

研究之四》，载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朱绍侯：《〈秦汉时期的 “赐民爵”及 “小爵”〉读后———兼论汉代爵制与妇女的关

系》，《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王彦辉：《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王彦辉：《试论 〈二年律令〉中爵位继承制度的几个问题》，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王彦辉：《〈二年律令·置后律〉中的若干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文史哲》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２５—３４１页。
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刘敏：《秦汉时期的 “赐民爵”及 “小爵”》，《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徐世虹：《张家山 〈二年律令〉简所见汉代的继承法》，《政法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张建国：《谈秦汉间一条珍贵的有关继承权的律文》，载 《法学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曹旅宁：《〈二年律令〉与秦汉继承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刘厚琴：《汉代身份继承制度探析》，《天府新论》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贾玉英：《秦汉出嫁女与父母本家关系探析》，《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刘欣宁：《由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论汉初的继承制度》，中国台北台湾大学出版

委员会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０—８６页。
杨媚：《秦汉爵制问题再谈讨》，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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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硕士学位论文 《论汉代的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制度———以张家山汉简 〈二年

律令〉为中心》① 等。与此相比，讨论东汉爵位继承制度，尤其是列侯这一爵级

的研究成果就很少了。研究东汉的论著多是对其一笔带过，或是一提到侯爵继

承，就引到了绍封制度上，当然绍封制度是列侯爵位传袭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但非全部，侯爵的继承制度还有其他的制度形式与表现。讨论详细一些的研究成

果有：杨光辉的 《汉唐封爵制度》② 和韩亚男的硕士学位论文 《东汉列侯的等

级、绍封与传袭特征探讨》③ 等。

由于探讨东汉列侯爵制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分专题地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某

些专题几无文章可论，另一方面可能会使某些专家学者的论点支离破碎，故而以

下主要以学者为单元分别进行回顾、比较和总结。

严耕望对两汉列侯的等级、分封和统隶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当的阐述，有

很多论断都成为了以后学者探讨该问题的基础。比如，在谈到汉代列侯的等级

时，严耕望说：“西汉列侯仅县侯一等，或虽食仅一乡，然皆离故县而独立；至

于爵位，更无殊判也。东汉则有县侯、乡侯、亭侯之别，此观同时封爵有县、

乡、亭之别可知。”④ 他还指出，东汉除乡侯、亭侯外，还有都乡侯、都亭侯，

并排定了这些爵称的顺序：县侯最高，都乡侯次之，乡侯又次之，都亭侯再次

之，亭侯最低。此外，他还强调，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皆不必特划所封

乡、亭别立为国，并详细阐明了原因。关于侯国的分封，他也对两汉的制度进行

了比较，简单地说，西汉分封侯国是 “以里数为限”，而东汉则 “以户邑为断”。

以上的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朱绍侯长期从事秦汉军功爵制研究，成果颇丰，对军功爵制产生、发展和衰

亡的全过程，以及各个时期的内涵、变化都有过深入精到的研究，这为我们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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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王兴华：《论汉代的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制度———以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为中

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２００６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２—１４８页。
韩亚男： 《东汉列侯的等级、绍封与传袭特征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

２００８年。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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