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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是“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共收论文72篇，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社会经济、思想与学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典籍文献、
制度与现实等七类。
其中多为与会学者的精心之作，在研究论题、研究材料、研究取径等方面，都有不少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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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在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献辞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  所有权前提的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转入后期的标志　宋代史家的五代史学　努
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的争论谈起　北宋历史思潮的
新方向　“史”之为用？
——“过去”在王安石眼中的价值与意义　马端临史论的结构分析　从《邓广铭全集》论民初史学与
“新宋学”社会经济　唐宋时期福建地区的人口动态与地方行政结构的建置　宋代水利田利害辨　宋
朝的政府购买与商品流通　宋代房价与住房面积考察　宋朝的抵当所与抵当库　再论宋元之际江南各
地的稻米单产和劳动生产率　宋代富民与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南宋立
国态势及经济格局论析　南宋时期家产分割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证思想与学术　王安石变法与“
圣人”之辨　知鄞县王安石和明州士人社会　王安石的“心性之学”　杨时与两宋之际的王氏新学　
“天命”观在宋代的嬗变　论“道体”——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刘靖之兄弟的教
育与理学思想　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　关于元代陆学的北传　戴震的理欲说应该重新评价——
试论其对程朱理欲说的歪曲与妄评历史人物　商鞅论评　英雄或者圣人？
——分析陈寿和裴松之的诸葛亮论　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寇准的
宦历、性格及思想　“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　包拯在宋代的地位及影响　韩绛
生平政绩初探　关于赵抃治蜀　沈括在人文学科诸领域的杰出成就　北宋内臣蓝元震事迹考　宋朝儒
将的角色与归宿——以张亢事迹为中心考察　朱弁使金事迹及其纪行资料　南宋杨皇后姓氏、籍贯考
　晚宋名相郑清之考论　清初复明运动中的和尚德宗社会生活　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生成与环
境选择　中晚唐的称坊望风习　　　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　由唐人宋：从钜鹿到婺源的魏氏家族
　从旅行风险看宋代商人的宗教信仰　《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　浅议宋人子嗣观念变化及对妇
女生活的影响　宋代放生池考　有关夏州拓跋部的几个问题——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政权墓志
铭考释　金代的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合　“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
究　“科举家族”定义商榷典籍文献　李焘《长编》辑补刍议　《中兴政要》研究　契丹文字中辽代
双国号解读的历程　辽代汉语北方方言人声韵尾的消失　《契丹地理之图》考略　中国传统河工水利
舆图初探　唐仲友刻书今存考略　《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编印者与版本源流　《公暇记闻》里的中越
关系史料制度与现实　中国古代官阶研究的若干设想　西汉宗室绝国考　试述晚唐的两种品位标志与
官僚生态　创置与转型——以五代巡检为中心的考察　宋朝的书行和书读——宋朝官府文书研究之一
　“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　辽金元卖官述略　女真与北宋的朝贡关系研究　
金初原辽地的路制与路级政区试探　元代岁赐定制时间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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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论文是我最近正在进行的考察宋代科举社会形成课题中的一环，以浙东明州为例，时代为北宋前半
期。
邓广铭教授将王安石研究作为一生的课题。
而我在探讨宋代明州的科举社会时，年轻时期的王安石作为鄞县知县的活动给了我很大启迪。
此次能有机会参加纪念邓教授诞生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对此我深表感谢，希望能以拙论献给邓
教授。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简单定义一下“科举社会”。
“科举社会”一词，近年来在其他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我大致这样来使用：构成前近代中国社会的两
大要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将统治的一方和被统治的一方以“士”与“庶”加以区分，这是中国
历史的一贯认识。
但是，“士”与“庶”的区分的内涵，即何谓“士”、何谓“庶”，则因时代而不同。
所谓科举社会，即科举制度成为“士”与“庶”的区分标准起作用的社会。
北宋150年间，从仁宗到徽宗的大约100年问，近世的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其结果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阶
层社会：科举及第的士大夫官僚为顶点，科举考生、甚至被承认具备读写作诗等科举考试能力的士人
阶层作为“士”，居于上层；而普通的农工商则作为“庶”，居于下层。
这一阶层社会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
“士”与“庶”的区别即取决于他们与科举的关联方式。
“士农工商”并不是固定的身份制，而是一种职业制，因而，谁成为“士”或“庶”具有流动性。
中国近世的一千多年，就是这种以科举为轴心的激烈的竞争社会而展开的时代。
和明清时代相比，宋代的进士及第者总数的资料还不齐备，但从残存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其随时期而
变化的倾向。
宋代科举的特色之一就是，初试——乡试是以被给予了一定解额的州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我们从某
个州的进士及第人数的变化来读取数据，探讨当地社会、特别是士人社会的特点就成为了可能。
虽然实际操作中这种数据读取的工作相当困难，但它对于地区社会的研究无疑是有用的。
此外，科举制度如何才能成为选拔适合成为官僚的制度、如何才能成为公平且杜绝舞弊的制度的议论
和反复实践已经持续了近100年，至徽宗时，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的最后尝试⋯科举废止而通过学校录
用官僚的制度失败了，最终确立的近世的科举制度。
于是，此后的南宋时期，很快出现了各地区独特的进士及第人数变化的情况。
明州庆元府所具有的特点是：进入南宋后半期，该地区的进士及第人数显著增加。
南宋东南地区州府的进士及第人数的变迁趋势可分为“渐增”、“持平或不定”、“递减”三种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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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纪念邓广铭教授诞辰一百周年，2007年3月16日一17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了“邓
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既有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著名学者，也有来自大陆各高
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共91人。
大家欢聚一堂，共襄盛举，这既是一次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盛会，也是一次推动中国古代
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盛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72篇，其中多为与会学者的精心之作，在研究论题、研究材料、
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不少创新与突破。
在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社会经济、思想与学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典
籍文献、制度与现实等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热烈而紧凑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
邓广铭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一座阶段性的里程碑；而今天的研究者，正以创造性的努力，为21世纪的
中国古代史研究留下无愧于前人的成就，以告慰邓先生的在天之灵，并期有助于来者。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们所感受到的，除了对邓广铭先生深切缅怀之情外，最突出的则是洋
溢在会场上的浓厚的学术氛围。
前辈学者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这才是对邓先生最好的纪念。
现在奉献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次“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共收论文72篇，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七类，每类大致按年代顺序排列。
在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领导以及社会科学部、历史学系、全国高等院校古
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张春树教授、王德毅教授、斯波义信教授等的大力支持，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编审以及历史编辑室于涛主任、王芳编辑，为本论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另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张希清、李孝聪、荣新江、邓小南、罗新、刘浦江教授以及博
士生王化雨同学，也为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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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1907-2007)》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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