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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张泽咸卷 
一得集 
张泽咸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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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语 
我出身世代农家，素无学术根底。青壮年时代受客观环境制约，未能好好学习和从事科
研。今年事已老，回头梳理，实有无奈的遗憾。 

这些年来，我出版了赋役、阶级结构、工商业、屯田、水运、史料学、农业等几本专著，
刊发了数十篇论文，所有论著的学术水平均不高。现在编选，原则上尽可能关照自己多年
来的治学方向，力求题材较为广泛，尽量减少复出，还要适当突出重点。因此，同类题材
只选一篇。例如，“茶叶”入选，“蔬菜”和“果品”就不收，汉、宋间的徭役问题先后
写了七篇，此处酌收“夫役”一文。为了控制篇幅，多收短文，不收三万字以上的长文。 

本集所收十七文，约略可分三组。前三篇大致概述了我学习中国中古史的历程以及本人所
持的基本学术观点。第二组七篇。多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如茶叶、节日、谱牒等，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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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仍与现代的生活有某些内在联系。军事制度一文．清晰展示它广泛涉及社会诸多方
面的复杂关系。“南选”篇凸现了人才资源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内在密切关联。“夫役”
篇辨析了它与杂徭在中古社会生活中实难以等同。隐地归属篇如实阐明题旨，并藉以表述
我对使用历史资料所持比较审慎态度。第三组七篇，较为集中地反映自己对唐代若干户名
的认识，其中五篇的内容大多已纳入《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一书。受专著体例限制，未能
使诸文首尾全具，今集中收存，配合另外两篇，藉以较好揭示唐代诸户的由来及其去向，
有助于增进对唐代社会面貌的了解。 

需要指出，本集所收诸文只是个人读史中的一得之见，因名为《一得集》。除寄庄户一文
有所修订外，其余均维持原样。可以肯定，这些文稿中的不少认识必多错讹，敬请读者严
加教正。 

这里，我诚挚地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这本书，并感谢在兰州工作的老朋友吕叔桐
先生代我认真看了校样，正是他的鼎力相助，得以改正其中的一些错误。 

张泽咸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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