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仝衛敏，女，1978年生，陝西戶縣人。1997年 9月至 2007年 7月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

學院，先後獲得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先秦史研究，現任職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副研究館員。

提    要

《商君書》，亦名《商君》、《商子》，漢代傳世 29篇，今實存 24篇，內容涉及商鞅及其後法

家人物關於治道的理論和措施等。縱觀前人對《商君書》的研究，一個迄今尚未合理解決的

問題，即關於該書各篇的成書時代問題。另外，與多數子書不同，《商君書》各篇體例不純，既

有關於個人或學派觀點之陳述，又有涉及政令、法規、制度者。因此，只有通過綜合研究我們

才能對《商君書》的內容及性質有比較完整的認識。按照這一思路，全書分上、下編兩大部分。

上編主要探討商鞅和《商君書》的成書問題。第一章分析考察了商鞅生平的重要階段及學

術淵源，力圖把握《商君書》的思想來源；第二章至第六章通過內、外考證相結合的方法對《商

君書》的成書時代作分篇考證，得出的結論是：今本《商君書》中的《畫策》、《錯法》、《徠

民》、《賞刑》、《慎法》、《弱民》等六篇成書分別在秦惠文王至秦昭王時期，是商鞅後學所作；

《定分篇》成書最晚，約在秦始皇即位之初，作者疑為秦御史一類的官員；除此七篇外，其餘篇

章集中反映了商鞅本人的思想，或出自商鞅之手，或為親聞商鞅之教的門人或私徒屬所作，或

出自秦史官之手，被後人編入《商君書》中。因此，《商君書》基本上可以視為商鞅及其學派的

著作。

下編分三章，探討《商君書》中的制度和思想。第一章採取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二重比較

的方法，對《商君書》中所涉及田制、爵制等相關制度進行考證，力圖揭示該書各篇作者如何

應對時勢、如何化思想為制度，最終推動秦的統一進程。第二、三章主要分析《商君書》的

思想，具體包括五個方面：《商君書》的理論基礎是變易的歷史觀和人性論，「尚公」和國家本

位是全書政治思想的主要特點，商鞅重法，但《商君書》對「勢」和「術」的論述也在法家思

想當中獨具特色；驅民于農是《商君書》重農思想的核心；強調政勝為戰勝之本是《商君書》

軍事思想的重要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