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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前期，齐都临菑非常繁荣。《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曰： 
 

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
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 

 
“齐临菑十万户”等语，《汉书》卷38《高五王传》所记与《史记》相同。《史
记》中还有一条关于战国时期临菑人口的材料，即卷69《苏秦列传》曰：“临菑之
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
固已二十一万矣。”这是苏秦游说齐宣王的话。今本《战国策·齐策一》所记与此
略同。由于中国古代关于城市人口的记载十分缺乏，没有其他材料可资印证，不少
学者据此认为临菑人口由战国时的七万户增长到西汉前期的十万户，并以之作为这
一时期城市迅速发展的证据。 

笔者近来将《史记》和《汉书》对照阅读，越来越怀疑上述看法。“七万户”还
是“十万户”，差别只在“七”和“十”两个字上，而笔者在《史记》和《汉书》
中发现大量同记载一件事而“七”、“十”相混的例子。这里只举数例，以见一
般： 

 

    《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曰：“七年而卒。”《汉书》卷40《王陵
传》曰：“十年而薨。” 
    《史记》卷102《张释之冯唐列传》曰：“七年，景帝立。”《汉书》卷
50《冯唐传》曰：“十年，景帝立。”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汉
书》卷91《货殖传》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 

 
以上三例，分别都是讲同一件事，《史记》和《汉书》却“七”、“十”各异，而
且都是《史记》作“七”，《汉书》作“十”。其原因盖在于古代时二字形近，极
易讹误。在其他古籍中，“七”和“十”相混的例子也很多。而从甲骨文、金文等
古文字的形体来看，“七”很容易误为“十”，“十”却不容易误为“七”。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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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怀疑主父偃所说的“十万户”可能是“七万户”之讹，汉武帝时临菑户口非为
十万户。今试为辨析如下。 
    我们首先来考察，主父偃说“齐临苗十万户”这句话，其可能的资料根据是什
么。是根据的当时户口统计呢，还是别有所据?当时制度，户口资料在地方上由郡县
长吏统计和掌握，以上计的形式报送到中央后，由御史掌管，属于国家档案，一般
人是看不到的。史载高帝登上曲逆城，望见屋室甚壮，想了解当地户口，还要向身
边的御史询问。主父偃在人长安前为布衣，虽然游历各地，但穷困不得志，未任官
职。后来因上书得武帝赏识，遂人长安。元朔中他虽短时间任过齐相，但那已经是
他向武帝进言，说出“齐临菑十万户”一段话之后的事了。通观主父偃的经历，可
以判定在他向武帝进言之前，他不具备得见当时齐国或中央的户口资料的条件。那
么，主父偃说“齐临菑十万户”只能是别有所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他
“学长短纵横之术”，遍游齐地，又北游燕、赵、中山，后来“以为诸侯莫足游
者”，才西人关．其行为颇似战国时的纵横家。主父偃说“齐临苗十万户”，很可
能就是依据他所学的“长短纵横之术”。纵横之学到汉武帝时期仍很盛行。《汉书
·武帝纪》云：武帝初即位，诏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称所举贤良或治“苏秦、张
仪之言”。纵横家的著述名目很多，据刘向所说，即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
长书、修书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等，都是
纵横家的著作，说明这类著作在社会上很流行。《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汉初至武
帝时6位纵横家的著作，其中主父偃有“二十八篇”，而另5家合计为17篇。这说明
主父偃在西汉纵横家中的地位很突出。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主父偃对苏秦
的言论应该很熟悉。《艺文志》载有《苏子》三十一篇，是单独流传的。成帝时刘
向编辑的《战国策》，其中有不少苏秦的言论，自战国以来一直也在社会上流传。
主父偃熟读苏秦的著作，加上他是临苗人，对苏秦游说齐宣王的那段话肯定稔熟于
胸。主父偃当时所处策谋之臣的位置，以及他同武帝的关系，都使得他在向武帝进
言时极可能搬用苏秦游说齐宣王的话。苏秦原话是“临苗之中七万户”，又说“三
七二十一万”，可知临苗原本当是“七万户”。主父偃对武帝讲的也应是“七万
户”，是据战国时而言。西汉前期的一些著述和言论，往往是就战国和汉代概括言
之，不甚区分，例如《史记》和《盐铁论》表现的就特别明显。这一点已被很多学
者指出。我们可以说，主父偃向武帝进言时，论西汉当时之事而杂用战国纵横家言
并不足怪。 
    由于主父偃的关系，齐厉王忧惧自杀，国除。事在元朔二年(前127)。到元狩六
年(前117)，武帝又封皇子刘闳为齐王。闳母为王夫人，幸于武帝。《史记》卷60
《三王世家》褚补载武帝对王夫人曰：“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
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这段话极可能与前引主父偃的话有关。齐厉王死
后国绝，武帝乃从公孙弘之议，诛主父偃“以塞天下之望”。这件事对武帝震动很
大。十年之后，当武帝要封皇子刘闳为齐王时，想起主父偃的话自在情理之中。武
帝说“古时独临苗中十万户”，多了“古时”二字，正表明所云是战国时事。由此
也可以证明主父偃称“齐临菑十万户”是战国纵横家言，“十万户”本应作“七万
户”。《史记》和《汉书》记作“十万户”，应是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 

以上主要是从“七”、“十”二字形近易讹的角度，并结合有关史实，对“齐临
菑十万户”作的若干辨析。汉武帝时临苗户口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战国晚
期至汉初这段时间，战争不断，社会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秦末楚汉战争
时，齐地遭到很大破坏。惠帝至文景时期有几十年休养生息，齐地人口有较大回
升，但临菑的户口可能还没有恢复到战国全盛时的水平。这不仅是因为人口恢复的
速度有限，人口自然增殖的效果必须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还因为这时临菑的
政治地位与战国时不同了。战国时临菑是堂堂的齐国之都，政治地位使它聚集了大
量人口。进入西汉，临苗不仅失去了这种政治优势，还成为重点受控制的地区。自
高祖刘邦开始实行徙民实关中的政策，齐地诸田都在被徙之列，作为齐都的临菑首
当其冲，户口数必然大受影响。后来历次徙吏二千石和高訾富人，临菑也是人口输
出之地。全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至长安，临苗不再拥有以前列国纷争时代曾经有过
的政治优势和环境了。而对于古代的多数政治性城市来说，政治地位的丧失往往意
味着人口的迅速减少。从情理推测，汉武帝时临苗不要说有10万户，就是7万户也不
大可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平帝元始二年10个县的户口数，都在4万户以上。
临苗不在其中，可能西汉末年时它的全县在籍人口已不足4万户。 

 



 
[收稿日期]  2004-02-09 
 
[作者简介]  张继海(1971—)，男，北京人，历史学博士，中华书局历史哲学编

辑室编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龙  田]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