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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2年秋天，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有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可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
件的限制，总是不能实现。
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不久，从北京传来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那时我正在杭州市
的一所中学任教，听到这则消息后，除了觉得有些遗憾，并无太多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以前招收硕
士研究生的年龄都要求在35周岁以下，而此时我已年近40，哪里还会有报考研究生的奢望?当年4月3日
中午，我偶然从一份过时的《杭州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称报考研究生的年龄放宽到40周岁，报名
时间也延迟到4月5日结束(原来截止时间是3月底)。
我不觉一阵兴奋，就毫不犹豫地跑到所在区的招生办公室报了名，由于时间仓促，连报名所需的照片
也是暂欠的。
经过5月中旬和7月上旬的初试及复试，我被录取为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的硕士研究生，终
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这样，我荣幸地成了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两位教授的学生。
一年后，乐素师调往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徐师就成了我唯一的导师。
徐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尤精于考据。
他待人宽厚，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这在宋史界是众所周知的。
他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
他对我学习和研究上关怀备至，热情扶植(毕业后也一直如此)，可谓终生难忘。
有时我一篇文章交上去，他就会放弃自己案头的工作，通宵达旦地帮助修改，次日便将我找去，从文
章内容、结构到每个标点，都一一当面指正，这中间凝结了先生多大的心血!徐师不仅要求学生把学问
做好，更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人不可追名逐利，切忌趋时曲笔。
在学习和研究上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思想境界。
这些都使我深受教益，成为我后来做人和做学问的座右铭。
 　　可是，由于大学时代的劳动和政治运动特别多，真正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少得可怜，再经过后来
十几年时间的荒废，过去所学到的一点点历史知识更是变得十分生疏。
因此我下定决心，要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
幸亏有名师的指导，加上料理家务、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担，全部由慈母王云霞、贤妻向幼琴两人承
担。
她俩婆媳关系四十年，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互相体贴，互相帮助，从未有过面红耳赤之事发生
，从而极大地支持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
在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几乎足不出户地徜徉在史学研究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史学的营养
，努力钻研，从而提高了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能力。
 　　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典籍，我对宋代
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这
为我后来深入研究以宋代为主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本系宋史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是承担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的授课任务，我边教学边研究，不久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近二万字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此文在当时中外史学界曾引起较大反
响。
尔后，我又陆续发表了有关宋代科举制度与社会的论文多篇，并出版了《宋史选举志补正》一书，此
书后来成了日本东洋文库以中嶋敏教授为首的“宋史选举志研究会”的指定参考书。
1993年冬天，广岛大学文学部主任教授寺地遵先生还聘请我出任该校东洋史研究室的非常勤讲师，赴
日本给他的研究生讲授《宋代科举制度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规先生要我给本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程，先生语
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门课程很重要，它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寻找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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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史料的本领，而且还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现在已长期没有人
讲授了，希望你能将它开设起来。
”当时，我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史料学的知识更是肤浅，鉴别和利用史料的基本功也
不够扎实，觉得要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恐怕有负重任，心里颇为踌躇不安，但在先生的一再鼓
励下，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
在徐师和研究室其他老师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这门课程的授课任务
，而且结合科研，撰写了一部尚有新意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不久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8年春天，我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名教授梅原郁先生的邀请，以客座教授的身份
赴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共同研究，研究的题目是“宋代的法制与社会”。
本来，我对宋代法制史了解不多，但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互相探讨，并充分利用在日本易于查阅某些罕
见古籍的有利条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些许成绩。
我不仅积累了不少有关法制史的珍贵史料，而且还及时完成了长达三万字的《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
其影响》的专题报告，次年刊登于日本最有名的东洋史研究刊物——《东方学报》上。
回国后，又发表了一些与该课题有关的论文。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给研究生增开了《宋史专题研究》的课程，几年后，又接受了撰写南宋史
的重要课题。
由于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水平已有了较大提高，虽然任务不轻，但仍然用教学和科研互相促进的方法
，一方面吸收宋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所得，较好地讲授了《宋史专题
研究》这门课程，受到研究生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通过对宋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完成了《南宋史稿》的撰
写任务，并先后发表了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
 　　21世纪初，有学者就我在《南宋史稿》上关于对“绍兴和议”以及岳飞、秦桧等人的评价提出了
不同意见。
社会上还出现了否认岳飞为民族英雄的议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有人又提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
观点。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并著文加以商榷，期望通过坦诚的讨论与争鸣，为推动史学的健康发
展作出一点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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