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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与宋代商业 
张金花 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 
 

 
 
序 
 

    新史料的发现和挖掘是推动历史研究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具体到宋史研
究，在新材料的发现上，直到现今也未出现如20世纪新发现的甲骨文、秦汉简牍、
敦煌文书、黑水城西夏文献等能改变和补充典籍记载的新材料；而且宋代的考古资
料很难推翻典籍文献的记载，在研究上的价值不大，宋史研究主要是依靠文献记
载。因而开阔眼界，另辟蹊径，从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和
挖掘“新材料”，对研究宋史来说就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宋诗无疑是一个尚未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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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挖掘的资料宝藏。宋诗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自元明清迄20世纪，已有较为深广
的研究和开拓，特别是与唐诗的优劣比较颇受历代学者的关注。就文学价值而言，
分唐界宋，孰优孰劣尚莫衷一是，但若从历史学的史料价值而言，宋诗则远胜于唐
诗。这是因为：一是现存的宋诗数量非唐诗所能相比。《全唐诗》共辑录唐代诗人
两千五百二十九家的诗作四万两千八百六十三首，共计九百卷；《全宋诗》则辑录
了两宋诗人九千二百二十五家的诗作二十七万多首，共计三千七百八十五卷。二是
宋诗具有取材广、命意新的特点，政治和社会问题题材的诗歌得到极大的发展，而
生活中随处而有的诗意也都被发掘出来，可以说宋诗的题材扩大到无所不在、无所
不包的新境地。三是过去主张唐宋诗优劣论的主要依据是垢病宋诗“以文为诗、以议
论为诗”，但是从史料学的角度而言，这个“缺点”恰恰是宋诗作为史料的长处。宋代
诗人大都属于士人阶层，宋朝实行崇文抑武、扩大科举选官范围、大兴学校教育等
政策，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宋朝政治势力中与皇权共治天下的重要力量，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自中唐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到北宋中叶达到高潮，南宋以后形
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用融会贯通的儒佛道三家学说思想重新诠释儒家
经典，高扬内圣外王的大旗，重建社会秩序，成为两宋士大夫们的共同理想。他们
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匡教护道，力图在社会变革上表现经世济用之
学。所以宋诗的议论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宋代士人阶层的政治动向、价值观念
及生活情趣，它无疑是透视宋代社会的一大窗口。 
    虽然长期以来，研究者已或多或少地利用宋诗作为研究宋史有关问题的重要资
料，但是以宋诗为主体研究宋史某一专题，迄今似未见有系统论述的作品问世。张
金花博士的学位论文《宋诗与宋代商业》可说是在这方面首次作了有益地探索。该
著作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丰富了人们对宋代商业的认识。宋代商业史的研究自20
世纪以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金花博士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宋诗形象化的描述，
更细致展现了宋代商业发展，特别是宋代城市市场的类型和农村市场的物质交易的
基本面貌。二是对前人研究不足之处有所补充。如对女商人(贩)和商妇的研究，过
去多是语焉不详，张金花博士则利用宋诗中反映宋代女商人(贩)和商妇的诗作，大
致勾勒了她们在宋代商业史上的些许状况。 

当然这篇论文尚是初步的探索，从研究方法上讲，它在以诗证史上开了一个好
头，而在以史证诗上还须花费较大的力气加以深入。我期望张金花博士在目前的起
点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李华瑞 

200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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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宋诗与宋代商业》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初稿完成于2005年
上半年，是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是‘以诗证史、诗史互
证’研究方法在经济史学领域的有益尝试”，“是一篇具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优秀的博
士学位论文”。这给了我修改出版的勇气。 
    启笔后记，思绪万千，感慨万千。我是在不惑之年报考并攻读博士研究生的。
这主要得益于夫君的鼓励、敦促和华瑞先生的支持与提携。其时正值爱女高考前最
紧张的一年。后女儿远去长春读书，我因为参加学习考试，仅把女儿送上火车。为
此我感到欠了她很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读博这三年我的收获更多。 
    无论是撰写博士论文，还是修改书稿，没有导师的悉心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每每关键时刻都得到导师李华瑞教授的点拨，这一点我感受极为深刻。付梓之时，
又蒙赐序。我向我尊敬的导师李华瑞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并送上诚挚的祝福。 
    从大学教师又重新做回学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受到诸多学养深厚的老
师们思想的熏陶，有机会在这个充满学术气氛的环境中学习三年，是我深化知识，
提高学识的一次良机，同时也是我体会人生的一次良缘。这大概是在我这个年龄、
阅历才能够体验到的那种人生领悟和精神感受吧。在此，我衷心感谢宋史研究中心
的老师们，特别是姜锡东、汪圣铎、刘秋根、王菱菱、郭东旭等教授热心全力的帮
助与教诲。衷心感谢学习期间各位朋友为我提供的种种方便。 
    在《宋诗与宋代商业》的修改过程中，我吸纳了评审专家们提出的诸多中肯意
见。在此，我对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鞭辟入
里的分析与指教。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曾瑜先生、李锡厚先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先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孟繁清先生
和邢铁先生。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对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为拙著所付出的
辛劳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直以来为我担心、为我分忧并为我骄傲的父亲母亲。感谢我
的夫君与尚就读吉林大学的女儿，他们是我的精神支柱和永远的爱。 

 
    张金花 

2006年7月于石家庄颐宁苑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