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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中收集了經考古調查與發掘的 630 多座秦漢城址資料，並將它們進行分區、分級

研究。分區主要依據當時的行政區劃，兼及自然地理及今日政區劃分：分級既考慮當時的郡縣制和郡國體

制，也考慮到城邑沿用造成的等級差異。為了便於微觀觀察和宏觀把握，書中對單一城址，重點考查其歷

史沿革、形制布局及文化內涵：對整個時代的城邑，重點研究它們的分佈規律、特點以及區域性差異。在

分區、分級研究的基礎上，對秦漢城邑與秦漢政治體制、社會生活、人口、環境等方面的關系進行了進一

步探討。最後，對城邑的發展歷程做了縱向考察，研究了中國古代城邑與文明產生發展進程的關系，以及

秦漢城邑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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