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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年前，当我师从杨翼骧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选《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为题撰写毕业论文之际，
已经初步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史学，存在两条密切联系、互为补益的发展轨道，即私家史学与官方史
学。
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兴盛，官方史学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而总的来说，史学界对此尚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虽然梁启超早已经将“史官”列为中国史学史研究
的四大内容之一，后来研究史官制度、修史制度的著述也屡有出现，但史官制度不过是官方史学中的
一项内容而已，官方史学还包括历代朝廷及皇帝的史学思想，官方调控史书编纂和史学发展导向的措
施，官方将史学用于政务的举动，官方记史、修史活动及官方修史的政治倾向、学术因素、史料价值
等等。
显然，“官方史学”在概念上、内涵上，与“史官制度”、“修史制度”之类是大不相同的，整体上
全面研究中国的官方史学，才更加有助于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因此，在我有资格指导博士研究生之后，除了自己仍然继续探研清朝的官方史学之外，多曾鼓励博士
生将某一朝代的官方史学作为论文选题。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博士生中迄今只有王盛恩君真正作成了这样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官方史
学研究》。
近日，这部论文经过修改即将出版发行，不由得既欣慰又期待，欣慰的是：继我之《清朝官方史学研
究》之后，终于又有一部标以“官方史学研究”为书名的著述问世；期待的是：中国古代官方史学在
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能够得到更广泛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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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宋朝修史机构和修史事项作出了新的更确切的清理与考述。
宋朝修史机构纷杂重叠，名称和组织实体又变化多端、屡置屡废，加之史料复杂分散，清理、考述的
难度甚大。
此前的著述已经作出显著的成绩，但仍然遗留下不少问题，而王盛恩的这部书稿，关于修史制度、修
史机构和修史事项的内容，全书的大部了分篇幅，无疑是我实的清理推进了一步。
　　本书从“官方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专门论述了宋朝政治与史学的关系，指出君主专制权力对
官方修史的全面渗透，是宋代官方史学的突出特点。
这不仅使全书提高了宏观认识的层次，也使具体史事的考述更具有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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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盛恩，男，1959年11月生，河南洛阳人。
198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2002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从乔治忠教授，功读史学理论和史
学史专业，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历史系主任。
曾先后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人文杂志》、《史学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
十余篇，著有学术著作多部，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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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官方史学的基本概念与官方史学的发展　二、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之回顾　三、本书的基本
思路和框架第一章　宋代的社会政治与官方史学　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治国思想下的政治制
度体系　二、宋代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抵制与士大夫集团政治势力的一枝独秀　　1.对武臣势力的抵制
　　2.对后妃、外戚、宦官、宗室等政治势力的防范　　3.“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三、文治社会中的
官方史学　　1.统治阶级高度关注下的官方史学　　2.最高权力对官方修史的全面渗透第二章　宋代的
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一、宋代之前的史学政策　二、宋代史学政策的奠基　三、宋代史学政策的形成
　四、宋代对“私史”的政策　五、宋代史学政策的实质第三章　宋代修史制度考论　一、宰执监修
与提举制度的变化　　1.北这〔样监修国史除授制度及其演变　　2.提举修史制度的建立　　3.南宋监
修国史与提举修史的分职　二、皇帝审阅制度　三、临时命官修史制度　四、向待监察制度　五、防
漏泄制度第四章　宋代的修史机构　一、宋代修史机构溯源　二、宋代史馆的职能变迁与存废　三、
编修院的建立与废罢　四、国史院　五、实录院　六、日历所与国史案　七、编修国朝会要所　八、
玉牒所　九、起居院及其他记注机构　　1.起居院　　2.记注案　　3.时政记房　十、其他修史机构第
五章　宋代的史官第六章　宋代官修当代史的资料来源及史书形成第七章　宋代官方对前代史书的修
撰结语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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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宋代史学政策的实质宋代史学政策，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
坚持为现实政治服务。
必须在肯定和宣扬赵宋王朝立国的正统性和继承的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
总结为统治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不允许史官或史家将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帝王不光彩的一面写人史册，传之后世。
也不允许史官笔下出现有损于自己祖宗形象的文字。
宋代众多的修史机构、修史的进御制度和对私修史书的征集制度都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其目的为了把史学纳人到自己的统治轨道，让史学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
为此，宋朝政府一方面动用了自己强大而严密的组织系统去征集史料，为史官提供崇高的地位和优厚
的待遇让其写史；另一方面采取严密的防范和惩罚措施来限制、干涉史官写史。
关于这一点，整个宋代统治集团表现出惊人地一致。
《时政记》、《起居注》进御制度的设立可见一斑。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直史馆胡旦请复时政记。
同年八月，太宗诏令“今后中书门下应有国家裁制之事及宣谕之言合书史册者，宜令参知政事李防旋
抄录逐季送史馆以凭修撰日历。
枢密院所行公事有合送史馆者，宜令副使一人准此。
”是月，“李唠上言：‘所修时政记，请每月先以奏御，后付所司。
’从之”)形成了时政记的进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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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增写而成的。
其写作与修改过程，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诸多帮助，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愿借此机会向那些曾
经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师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2002年，我负笈南开大学深造，师从乔治忠教授攻读史
学理论及史学史博士学位，紧张而又愉快的三年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论文自选定题目到草成篇帙，一直在乔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行，每一次与乔先生的讨论，都使我豁然
开朗，思路为之打开，通篇文章凝结着导师的教诲和心血。
三年学习，乔先生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愚钝之我如沐春风，如淋甘露
，其受益之多，难以言表。
论文答辩通过之后，乔先生多次鼓励我将其公诸于众，由于本人资质愚鲁，才学疏浅，恐负先生厚恩
。
延至今日，喜逢乔先生六十华诞，我愿将拙著的奉上，并向先生道一声深深的感谢!南开大学的姜胜利
先生、孙卫国先生对本书的写作给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指导，特别是在关于内容、结构和写作过程中
应注意事项等方面，使我受益匪浅。
在此，谨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瞿林东先生、陈其泰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赵伯雄先
生、姜胜利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我主持论文答辩，他们的指正和鼓励，使我深切领受到名家长者奖掖
后学的师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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