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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戰國到秦漢的基層社會的想像 

從基層社會來討論歷史，首先說明編戶齊民。編戶是指將人民編入戶

籍，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被編入戶籍，被編入戶籍者只有郡縣制下的人

民，部民則不在編制內，而編戶籍的目的是為了可以向百姓收稅。《睡虎地

秦簡》紀載了戰國時編戶籍情形，依照身高來收稅，因為國家很難確切掌

握編戶之民的真實資料，只能用外表最明顯的特徵來收稅，這樣的收稅方

式到漢朝就改變了。事實上，編戶籍這件事情很花成本，所以當國家沒有

錢或有其他方式可以收稅，就不會想要編戶籍。齊民則是對一君萬民的想

像，但實際情況是人民為多樣性群體，根本不齊。接著討論中國天下的框

架中，是以內中國而外四夷來概括，但這樣的論述是不成立的，因為很多

四夷都住在中國境內，且彼此融合。再來是對於農業社會「安土重遷」的

想像，也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境內的人民都在移動，根本不可能是安土

重遷的社會。 
 

二、 From the bottom up 與歷史的進程 

關於歷史研究的對象與視角，英國史學家 E. P. Thompson 呼籲 From 
the bottom up，也就是自下而上的理解歷史，去討論底層人民的歷史，但並

不是要去道德同情弱者，而是了解人民扮演了什麼角色去影響了歷史的發

展，不能忽略人民的角色和力量。這也是本講討論基層社會的意義所在。 
從歷史的進程中來看基層社會。周封建以來的農業國家馴化專業農民

並使其生產專業穀物，以農業生產為主。而在西元第八世紀以來畜牧化出

現，一般認為是從黑海到裏海出現第一批騎馬遊牧民族，然後傳到中國

來。王明珂的《華夏邊緣論》認為是中國邊陲地區的人民因氣候變遷而做

抉擇，有的採行農業，有的採行遊牧，有的採行畜牧業，稱此為「華夏邊

緣的形成」。然而，這種說法忽略了移民的影響，因為西方人也不斷地移入

中國，更有可能的是這些移民帶來的畜牧或遊牧。進入西元前第五世紀的

「貨殖」時代，隨著生產技術和組織的進步，社會形成百工社會，而戰國

國家在此時決定再次農業化，也就是決定扶植專業農民。從戰國到漢代，

國家以軍事組織的方式來役使人民進行屯田並投入資本，但在這個過程

中，當國家逐漸發現資本不夠，就讓那些有資本的人，由國家授予他們名

分去開墾，這叫做「開阡陌」或稱「名田制度」，就是獎勵有資本的豪族來

投資。 
 

三、 漢晉間的變化 

關於漢晉間基層社會的變化，首先談到理想型的改變，也就是「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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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共同體」的變化。漢代時，農民住在里當中，受到國營農場的監督，

依國家的要求每天按作息耕種田地。這種里的共同體必然需要使用貨幣，

因為專業農民只生產穀物，其他生活必需品都要用貨幣來買，而貨幣就會

牽涉到債務，欠債無法償還時就會破產。一旦破產就有兩種選擇，一個是

成立自立的村，或是進入豪族莊園。自立的村可以依靠內部來自給自足，

可以不牽涉到貨幣。或者參與豪族莊園，裏頭的人是債務奴隸，這意味著

經濟繁榮，有了更多奢侈品的需要，才會有預支金錢之後再償還，這就是

債。里和村之外有部族，這些部族會跟郡縣下的民互動交流，會有物品交

換和通婚，可說是「部族的解散與重編」。 
 

四、 江統的《徙戎論》與胡人移入中國 

關於討論西晉的基層社會情形。從西晉江統的《徙戎論》來看，江統

主張遷徙胡人，以防他們造反。但他最大的錯誤是認為這些夷狄是這塊土

地的外來者，想像這些人跟本地人有許多的矛盾與仇恨。實際上並非如

此，從後來的五胡亂華來看，該動亂根本不是因民族仇恨，而是基層社會

的華夷結合起來，共同反對士族政權。再者，西元第三世紀時，州政府的

實力很強大，其中外夷軍隊還是州政府軍的主力，可見外夷與編戶之民根

本分不開，胡人與編戶之民早已互相融合，根本不可能單獨遷徙胡人。 
從《魏略‧西戎傳》來看胡人移入中國。該傳提及，氐人有王，是具

有自主性的政團，但其軍長也受中國拜封。氐人的語言和風俗與中國不

同，但類似於羌和雜胡，而他們各自有姓，像是中國的姓。氐人雖然跟中

國語言不同，但他們與中國雜居也會說中國話。另外，羯胡則是長得高

大，很好辨認，他們之所以移入東方是因為匈奴，匈奴在跟西漢對抗時控

制住了中亞地區。這時羯胡有兩種管道進入中國，其一是參加匈奴的政

團，其二是經商。來到中國的這群羯胡又被稱為昭武九姓，亦稱九姓胡，

如康、石等姓。這群人會與中國人群往來，甚至幫中國人耕田，這也說明

兩者之間經濟的往來與交流。由於這群人的長相特別，容易辨認，又是小

群，因此漢人統治階級常抓這些人來當奴隸，或是抓去人力市場販賣。 
 

五、 東夷的成立 

關於東夷的成立。在先秦經典中，東夷位於現今的山東、安徽，和江

蘇省，但後來漢朝成立後這些地方變成郡縣，就不再稱為東夷。到了《三

國志‧東夷傳》確立了新的東夷概念，包含了東海的列嶼，如琉球、臺灣

等。由於遼東郡公孫氏政權崛起，這個政權企圖建立一個大燕國，包含渤

海灣區、樂浪郡、帶方郡等區域，但後來被曹操打敗而失敗。此外，陳壽

在《東夷傳》紀載了東夷的情況，有松花江的夫餘，可能是西方來的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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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民族，在今天長春地區建立政權，逐漸轉變成農牧混合政權。夫餘出

現了很大的政權叫做高句麗，南方還有遼東（燕）、朝鮮和倭。遼東後來控

制了樂浪郡、帶方郡、韓，之後再聯繫到倭、邪馬臺和吳國，此時形成了

一個大燕國的範圍。這個地方的人群包含北邊的騎馬遊牧、漢人系政權的

農業，以及從事漁業的濊人。這個地區的人民不斷的移動，例如樂浪郡出

現後，河北、遼寧大量的燕人、齊人以及高句麗的濊人移入，改變其基層

社會的結構，基層社會的控制權就從遼東向高句麗轉移。另外還有吳人移

民到日本列島，以及倭人建立新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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