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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作者馬碩（Maxim Korolkov），係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博士，現為德國海德堡大學漢

學系助理教授。他長期致力於研究上古中華帝國的形成

與出土簡帛文獻。本書在兼用傳世文獻、考古發現的基

礎上，主要使用張家山、睡虎地、里耶、嶽麓書院等簡

牘文書，聚焦於公元前三世紀後半期秦帝國對長江中游

地區采取的行動及其後續影響，進而探討中華帝國如何

利用東亞南部交互網路中的人力與物質資源，服務於對

邊緣的統治與擴張戰略，這種體系直至六朝時期才得以

重構。作者將帝國本質視為一種包羅萬象的交互網絡，

並嘗試突破北方征服落後南方的傳統敘事，以去中心化

的視角重新評估中華帝國在南方邊地的複雜角色，以及

論證「帝國網絡」與東亞南部所存在的長途交流產生互

動關係後，對政治與經濟發展造成的深遠影響。

第二章首先介紹了長江中游的地理範圍及山脈、水

系等地理要素，其次簡單梳理了這片區域自新石器末

期到戰國時期的社會文化互動，以闡述長江中游交互空

間形成的背景。西周滅亡之後，伴隨著楚國的建立與擴

張，內部長期連結的長江中游交互空間得到政治及軍事

上的鞏固，並逐漸走向以行政管理為核心的領土國家，

展現出集權政治的內涵。作者強調，在公元前 222 年秦

滅楚之後，秦同樣將全面控制地方交互網絡作為在南方

邊疆的目標，長江中游與鄰近區域的互動也指引了秦帝

國繼續南擴的方向。

第三章回顧了秦帝國建立及鞏固時期對南方地區近

百年的征服。作者採用一種長期視角，探索西北高地與

長江北部河谷由交

互到征服的過程。

接著又透過具體分析秦在征服巴蜀及楚國數階段中對地

文條件的運用，試圖歸納秦帝國對外征服的模式。作者

認為，伴隨著秦帝國的行動，南方地區社會中的主流互

動逐漸由經濟文化轉向軍事征服和行政管控。

第四章利用近年來出土的行政及法律簡牘，主要探

討秦帝國於「新地」行政的基本特徵以及在當地社會面

臨的挑戰。以出土簡牘文書富足的洞庭郡為例，作者嘗

試理解秦帝國地方行政的空間形態與南方「新地」政府

的不穩定性。秦帝國意識到對廣大「新地」的統治難度

後，採取如跨郡遷移大量徒隸、戍卒、官吏等策略，嘗

試強化地方行政，但原住民社群的抵抗以及持續南擴戰

爭所帶來的資源消耗仍使秦帝國對「新地」的整合進程

大為滯緩。

第五章和第六章透過分析里耶秦簡行政文書，著重

進行秦帝國在遷陵縣地方行政之案例分析。第五章從

秦帝國在地方所推行的政策，看其如何塑造新的身分認

同、重構地方社群、以及最終將當地原住民轉變為守法

納稅的「帝國臣民」。作者從地方維度切入，認為國家

權力採取了積極介入的管理模式，但維持勞役的頻繁流

動等行動，過度依賴於穩定的中央再分配機制，易將地

方行政暴露在帝國政治的動盪之中，即使地方政府將採

購範圍擴大到民間私人經營者，以應對行政中資源缺乏

與交易成本過高的狀況。第六章將焦點從地方社會轉移

到物質資源上。由於長江中游優越多樣的地理條件可供



57總 168 期　民國 112 年 11 月（2023.11） 頁 56-60　漢學研究中心

多樣農作物種植，自新石器時期始，此地先民便兼營水

田農業與旱地農業。秦帝國勢力擴張至此地後，便積極

致力於促進地方農業生產，作者意圖探索自然環境、地

方農作傳統，與由國家組織且受勞役驅動的農業模式是

如何相互連結，並塑造地方農業發展狀態的。同時，本

章也探討了官方在採礦與冶金方面的投資，以及中央的

進貢需求對地方探索自然環境與動植物資源所提供的動

力，這些發展都改變了地方傳統經濟的面貌。

第七章回溯了長江以南區域在秦所代表的中華帝國

勢力短暫退出之後，呈現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發

展軌跡。作者認為儘管漢帝國在初期實施「郡國並行

制」，使地方諸侯王國享有較大的自治權力，但南方邊地

仍處於漢帝國的經濟文化影響範圍之中，且其日益接納

並採用秦漢帝國一脈相承的行政體系與財政、軍事等方

面的統治策略，這為此後漢帝國對邊地的整合鋪平了道

路。尤其是在七國之亂後，地方侯國權力被持續削弱，

至東漢時，中央甚少干預南方邊郡的狀況已被積極的地

方管控所取代。作者又分析了東亞南部地區在此進程中

於鐵器冶鑄技術、人口、城市生活、喪葬禮儀等方面的

區域交互，促進了漢帝國內部物質文化的標準化。

第八章從「世界體系理論」出發，但作者並未將秦

漢帝國網絡視為受控於單一政治核心的「世界帝國」，

而是運用此模型中的「半邊緣」概念來理解東亞南部在

與早期中華帝國互動中的角色，以及其與在西漢時期逐

漸成為東亞「核心」的關中、中原地區的關係。作者指

出，東亞南部靈活地抉擇於「帝國網絡」與「非帝國網

絡」等交互關係之間，並不絕對依賴於「核心」。這也

致使在東亞核心於六朝時期因政治力量消長而缺乏穩定

之時，東亞南部能夠對核心的重構過程發揮顯著影響。

最終，此過程使東亞南部在唐宋變革之際擺脫「帝國邊

地」的邊陲身分，逐漸成為中華世界經濟文化的心臟地

帶。

本書透過引進「帝國網絡」概念，借助豐富的出土

材料，回溯東亞南部區域內外的交互活動，重新審視中

華帝國在長江以南的擴張進程。這一將帝國形成史觀與

世界體系模型運用於上古中國的創新，為東亞歷史、戰

國秦漢史研究帶來嶄新的框架與思路。（羅棋布，澳門

大學歷史系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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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作者俞永峯（Jimmy Yu）為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宗教學系聖嚴中國佛學教授。俞教授曾在 20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