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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包含的内容，是我1987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至2010年7
月病疗复出之后23年间撰写的有关两宋研究方面的文章。
因为学识浅薄和其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对宋代问题作全面、深入、系统研究，只能围绕若干专
题断续考察，犹如惊鸿一瞥，匆匆掠过，虽得到些肤浅的了解，但却没有全面认识，故取名为《宋史
瞥识》，非尽为谦逊，亦记其实耳。
　　古往今来，人们赋予“史”字多种含义，其中史官、史书、史学、史事是几种主要的内涵。
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的“宋史”也取广义，包含宋代历史、宋代史学、宋史
学史或日宋史研究史3个部类的研究文章。
大抵1995年9月以前，我的专业方向是研究宋代历史，所以前3编中的内容，除研究范仲淹的3篇文章
是2006年12月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成立前后撰写以外，其余全部完成于这个时期，属于宋代历史研究的
范畴。
1995年9月以后，我的专业方向改成中国史学史，其中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两宋史学，遂由过去研究宋
代历史问题转为研究宋代史学问题，故第四编和第五编内容是研究两宋时期宋人史学成就和文献学成
就的文章，属于宋代史学研究的范畴；而第六编则是对元代至当代学者研究宋史所获成果的研究，即
宋史研究之研究，属于宋史学史或日宋史研究史研究的范畴。
这个过程，大致反映出我从研究宋代历史，到研究宋代史学，再到研究宋史学发展史的历程，是以
用2002年12月17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研究历史应当兼顾史学史》一文作为本书序言，可以看出
我的摸索过程和认识轨迹。
鉴于国内宋史学界有把10世纪至13世纪宋、辽、夏、金民族政权鼎立时期的历史称作“大宋史”的习
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宋史瞥识》也收入1篇研究辽代文献和1篇评论西夏史著作的文章
，略述所本，以示有所依据，庶免为例不纯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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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究历史应当兼顾史学史(代序)
第一编　宋代军事研究
　宋代骄兵问题初探
　宋代兵变性质刍议
　宋代治军政策矛盾探析
　宋代军事训练及其效果
　北宋“强兵”政策简论
第二编　宋代制度研究
　宗法制度与宋代社会
　宋代通判制度述论
　宋代火政考略
第三编　宋代人物研究
　范仲淹历史意识初探
　范仲淹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践及其意义
　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
　岳飞冤狱新论
　岳家军群体人物研究
　龚明之生卒年代问题祛疑
第四编　宋代史学研究
　唐宋经济史著作的勃兴及其史学价值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其相互关系
　宋代义理史学再评价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宋元义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从宋代考据史学到清代实证史学的发展
第五编　宋代文献研究
　《故辽兴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韩府君墓志铭》的史学价值
　南宋历史文献学的时代特征
　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尤袤《遂初堂书目》序跋考辨
　⋯⋯
第六编　宋史论著研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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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朝士大夫家族没有强大的宗族做后盾，而是以官为家，家族的兴衰系于封建国家，因而他们能
够打破狭隘的宗族观念，不再一味注重自己的一己私利，而能够关心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命运。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谱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正是在宋代强宗
豪族瓦解、家族利益依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
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这种变化，应该从宗法制度的变革中去寻找原因。
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展开论述，笔者拟另文探讨。
　　（三）唐宋之际的经济变动使农村中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
唐宋社会是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土地所有权转换频
繁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这两方面对宋代宗法制度由宗族向家族转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
　　唐宋之际的社会经济变动，首先表现在土地制度方面，土地占有形态由封建社会前期的封建国家
土地国有制为主转变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
唐代均田制瓦解后，封建国家田制不立，无法重新分配土地，国家只能按照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赋税
，至于土地归自耕农所有还是归地主所有，已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关心的问题。
这种政策实际上承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极大地刺激了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大土地所
有制迅速发展起来。
宋朝政府所谓的限田政策，不过昙花一现，根本无法实行，土地集中现象愈益严重，“贫民无立锥之
地，而富者田连阡陌”。
地主兼并土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购买土地是其主要方式。
虽然宋代官僚地主占有土地数量总额很大，但不可能是在一地购买的，而是分散在几处，甚至不在同
一州县，很难建立起跨州连郡的大庄园。
在土地经营形态上，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经营方式衰落，封建租佃经营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
同时，在宋代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千年田换八百主，买卖频繁，地权不稳。
不但一般地主经济地位不稳固，不可能世代承籍占有土地，而且官僚地主后代也很少有历经数世不衰
败者，像北宋著名官僚富弼、王安石等等，其后人都不能保守祖宗基业，湮没无闻。
即使赵宋统治者的宗室，仍不免沦为贫贱。
”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
仅同民庶。
”宋徽宗以其曾祖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后代为皇室直系家族，而把赵宋宗族中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仅称同
姓，渐渐疏远，以致太祖子孙沦为庶民。
这些非身份性地主、官僚乃至皇族盛衰不定，富贵无常，很难保持其地位久长。
宋代士大夫中流行的不为子孙后代置产的观念，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例如，一位官僚新建一所宅院，大会宾客，升工匠于堂，列子孙于庭，客人大惑不解，他指着工匠解
释说：这是盖房的；又指着子孙对客人说：这是卖房的。
后来不幸被他言中，在他死后不久，子孙便因贫乏把房子卖为他人所有。
可见在宋代土地、房子转换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环境中，无法形成强大的宗族显籍，而是枝分缕析
，向家族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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